
基于互联网社群传播的大学生双创能力培养模式探索——以疫情情境下

商务英语创新实践教学为例 

 

摘要：受疫情影响，高校以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实践教学开展遇到挑战。本研究尝试将

互联网社群传播引入实践教学，探索线上项目式翻转课堂的实践教学模式，将防疫抗疫思政

元素融入课堂，构建学生双创能力培养教学效果评价体系，从而优化疫情情境下大学生双创

能力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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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浙教办学[2018]56号文明确了2020年的工作目标：各校每年不少于在校生人数2%以上

的学生得到专门的创新创业培训，全省高校大学生每年得到创新创业专门培训的创新创业

骨干人才达 2 万名。在线下双创实践教学受疫情冲击的情境下，如何创新线上教学模式，结

合课程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双创能力，引导学生结合本专业所学课程用互联网思维进行创

新创业探索，是国内高校面临的挑战之一。疫情期间高校开展双创实践教学主要存在以下

几个问题： 

1.1 实践教学形式上，线下社会实践与企业实习难以开展，传统产教融合模式无法满足当

前形势需求。 

受疫情影响，在校大学生的线下实践全部面临推迟或者停止。创新创业实践教学作为让

学生学以致用的重要教学环节受到冲击。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效开展需要突破校园环境和传统

手段，将实践活动置于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中。在创业园、创业孵化器、科技园等传统线下

物理空间缺失的情况下，双创实践教学的开展实施存在困难。 

1.2 实践教学内容上，如何将战役鲜活材料融入教学内容，高校双创和思政协同育人面临

新的要求。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当代大学生培养工作

应当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放在第一位并且贯彻始终。思政教育指导青年创新创业行为，能帮

助大学生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在重要节点做出对自己、对社会负责的正确选择。如何指导

学生利用互联网创新创业的同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抗疫正能量，对新冠疫情情境下高

校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方式提出了新要求。 



1.3 实践教学效果评价体系上，基于互联网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的评价标准尚未完善。 

目前，在创新创业实践教育效果评价方面，竞赛获奖、专利、论文等易于量化的成果是

目前普遍作为衡量学生能力的指标，缺少对高校创新实践课程教学效果相关，对学生双创能

力培养过程中创新思维的运用、团队合作合作能力提升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标准。单一的量化

考核标准不利于高校对学生双创能力培养教学改革实施全过程进行有效监控和评价，影响高

校学生双创能力培养指导性方针政策的出台和及时调整。 

 

2. 互联网社群传播融入商务英语专业双创能力培养的可行性 

在网络平台、社交媒体和移动终端等新技术的推动下，网络社群逐渐成长，形成了网络

用户主动参与提供内容，共同构建知识分享的创客浪潮。基于此，探讨在有实践教学意义的

课程中，开展利用互联网社群传播进行创新创业的教学模式具备实际操作可行性。作为培养

与国际接轨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商务英语专业，其相关课程的实践教学部分与“双创”、“国

际化”、“互联网”、“社群传播”结合在一起具有典型的现实意义。一方面，通过组建互联网

社群，引导学生利用视频、推文、网络原创故事、创意图片、摄影等社交媒体手段参与“众

创”，在疫情下传播正面能量，丰富学生双创的实践的载体；另一方面，巧妙引入翻转课堂

模式，在实践教学环节强调团队合作精神，增加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习者学以

致用进行实践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再者，通过增加实践教学环节效果评价体系的设计，对本

专业学生学习成效及创新创业能力进行综合评价。 

 

3. 基于互联网社群传播的大学生双创能力培养模式的实施路径： 

3.1 创新实践教学形式，推动“双创”实践教学的数字化升级。 

以《综合商务英语》课程的实践教学为例，将互联网思维与创新创业有机结合，利用“互

联网+”创新实践教学，将“无接触”式互联网社群传播作为提升学生专业学习效果和提高

双创能力的载体，引导和鼓励学生通过网络组建跨专业双创团队，构建面向国际的主题性虚

拟社群，一方面利用直播、视频、博客、推文、图片等互联网传播手段，在全球疫情催生的

心理与生理健康、互联网教育娱乐产业等方面创新创业；另一方面，积极倡导国际互联网社

群成员“众创、众筹、众评”，将社群传播内容和 O2O 新创业设想结合，共同探索未来线上

线下双创的可能性。 

3.2 引入“线上项目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线教学以学生为中心。 

3.2.1 课前准备 

创建项目学习小组。根据班级人数和班级学生学习情况创建 4-6 个学习小组，每组

6-8人，每组选定一个项目负责人。各小组建立钉钉讨论群，就项目达成进行在线小组讨论。

教师制作整合学习资料，通过 MOOC，优酷等搜索短视频制作剪辑及公众号运营的教程，上

传班级 QQ 群。教师制定实践项目任务，在学生注册网络社交平台账号的基础上，对主题社



群项目进行设定，项目主题涵盖记录身边的抗疫故事、疫情期间的学习生活、复工复产、返

校日记等。 

3.2.2 课堂组织 

线上项目制翻转课堂教学流程设计如下：课前教师布置学习任务，上传班级 QQ 群，

学生浏览学习资料及课件，钉钉小组群内进行学习讨论，完成小组总结。课上在班级 QQ 直

播群就社群主题设立及运作演示、答辩、，其他组成员可就汇报进行提问以及给出评价，最

后教师就汇报组的主题的设定、内容选取、视频制作、文案制作、翻译准确性等方面开展操

作指导总结并给出课堂评价。 

3.3.3 课后总结 

课后各小组结合课堂上的同伴及教师评价，就视频及推文的设计、文案、中英文翻译

讨论修改并完成制作上传互联网社群平台，进一步巩固和内化相关知识。教师对教学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总结，将相关问题扩充到学习资源库，充实丰富学习资源库。 

 

4. 学生双创能力培养教学效果评价体系构建 

针对专业实践教学课程的“三方四维”学生双创能力培养教学效果评价体系，即以“教

师、学生、社群”作为实践课程的三方评价主体，以专业知识把握和灵活运用能力培养、解

决问题能力培养、情商素质培养、创新创业意识的树立和能力的培养作为课程教学效果的四

维目标。 

实践课程三方主体互动关系： 

学生 教师 

网络 

社群 

三方

共建

共享

网络

资源

库 

*视频、音频、网站、

图文案例资料等 

 

*对社群传播项目

中出现的创新概

念、创意赢利点进

行开放式讨论。 

*课前布置学习任

务 

*创意、个性化自

学 *视频、博客、微信公从号

等社交媒体的运作及项目

应用思考(Bilibili, Youtube, 

Instagram, Twitter, Wechat 

subscription, Sina blog, 豆

瓣、知乎等) 
*社群主题设立及运作演

示、答辩、执行社群构建

及建设任务 

*参与互联网社群传

播项目设计的讨论，

且给予相应指导 

*上传必要学习参考

资料及推荐课外学

习资料，要求学生共

建在线学习资料库 

*众创 

*众筹 

*众评 

关注本社群的主题传播

的进展情况，对传播项效

果及实际运作遇到的问

题进行及时反馈，提出可

行改进建议 



实践教学效果评价模型：Y=X1+X2+X3+X4, 其中：X1为专业知识及变通能力，X2为解

决问题能力，X3为团队合作能力，X4为创新创业能力；X1=30.00%,X2=25.00%，X3=15.00%， 

X4=30.00%，分别通过课上演示答辩，项目总结报告，小组成员互评报告以及社交媒体运营

成果展示四个方面具体给分。 

 

5.初步成效 

5.1 基于互联网社群的创新创业成果 

线上实践教学结束后，商务英语专业两个班级的 7个团队共制作了 35 支防疫抗疫主题

原创视频，推文 12 篇，在 6个社交平台网站注册并运营团队账号，浏览量 53768 次，累计

获赞 7572次，互动留言 1226条。 

  

 

5.2学生对实践课程教学模式的评价反馈 

课后对学生进行的课程教学模式问卷调查显示，95%的学生认为基于互联网社群的实践

课程对自己的帮助很大。大部分学生认为：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更有利于自己对专业知识的

掌握和消化；在团队合作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有效沟通，锻炼了协商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

项目的完成使自己对基于互联网社群创新创业的过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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