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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背景下,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重视高校双创教育愈发重要。高校是民

族地区培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人才的重要阵地,而双创教育则是民族地区培养双创英才的重要载

体。但对于落后的西部民族地区高校,具有民族特色鲜明、教育基础薄弱、学生背景多样的特点。
因此,西部民族地区高校须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民族地区高校在西部双创教育的效能,实现教育助

力学生双创能力生成,使双创教育真正成为强化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点。作为区域培

养创新型英才的主要阵地,民族地区高校对双创教育进行了丰富的探索和实践,通过剖析民族地

区高校的双创教育现状,发现存在双创教育师资无力化、双创教育实践表面化、双创教育资源碎片

化、双创教育精神空洞化的问题。鉴于此,通过分析民族地区各高校的双创教育模式和现实案例,
提出基于双创竞赛的“TPRS”的循环双创教育模式以及五级联动双创英才培养组织架构,以培育

双创英才为本,探索民族地区高校双创教育发展新路径,引领民族地区双创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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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

新是第一动力。其中高校学生是第一生产力的掌

舵者,是第一资源的开辟者,是第一动力的探索者,

因此重视高校的创新教育尤其重要。在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的背景下,各高校将双创竞赛作为连接理

论和实践的桥梁,积极参与双创竞赛,进行双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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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改革[1]。此后,双创竞赛成为高校双创教育重要

的组成部分,也是高校育人助力区域经济发展重要

的孵化器。西南高校地处民族地区,有着独特的地

域资源和文化资源,挖掘其民族地区资源,有利于

西南民族地区高校扬长避短地开展双创教育。

1 追根溯源:民族地区高校双创教育

现状的析理

高校的双创教育是学生进入社会前提升创业

能力的良好契机。双创教育对大学生双创意识的

觉醒和能力的提升具有较大的帮助,进而有利于西

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以及民族融合团结。但相

较于发达地区,西南地区有着民族特色鲜明、教育

基础薄弱、学生背景多样的特点。尽管发达的地区

的双创教育发展较早,但是生搬硬套有可能“水土

不服”。即生搬发达地区的创新教育模式,西南民

族地区高校学生可能难以适用,难以解决他们遇到

的创新的困惑和创业的困难。因此民族地区高校

须因地制宜,结合民族地区政策及市场环境做出相

应的调整,充分发挥民族地区高校在西部双创教育

的效能。近年来西南地区各高校不断改革双创教

育,但成效不容乐观。

通过对西南民族地区高校进行实地调研和文

献分析,发现双创教育主要存在师资匮乏、实践欠

缺、资源分散和认识不足等问题。民族地区经济、

办学条件、教育基础的限制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

因。高校大学生生活在节奏慢的西南民族地区,习
惯安于现状,缺乏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西南民族

地区高校在进行双创课程实践的过程中,缺乏和企

业及政府协作,双创的资源未能得到有效整合和利

用。大学生双创竞赛作为高校双创教育开展必不

可少的载体,是高校双创课程、双创平台与社会现

实问题相衔接的重要粘合剂,是学生促进双创能力

提升的有效途径,承担了高校将科研转化的重要职

能。在竞赛开展的过程中,学生需要结合民族地区

特有的资源和区位优势,构思具有市场潜力的项

目,搭建优势互补的团队,撰写规范和有操作性的

商业计划,吸引和寻找投资者等实践活动。具有双

创实践性的竞赛能促进学生个人发展需求与政府、

企业、学校资源统一的实现,有利于增强学生竞争

意识,树立学生创业精神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2,3]。

因此,双创竞赛是西南地区高校双创教育的具体实

施和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各高校也围绕竞赛开展

了大量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如:A大学为弥补

课堂理论知识的不足,组织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大学

生创业计划大赛,将项目的可行性和操作性作为关

注重点,丰富学生社会历练和实操经验。B大学将

参加“互联网+”等国家级双创比赛作为学生项目

结题的必要条件,保证“以赛促训”。同时,完善相

关激励机制,鼓励教师参与比赛,实现“以赛促教”。

C大学限制毕业条件,在培养方案中指出学生须获

得10个课外修读学分和2个创新实践学分,创新实

践学分可以通过双创项目和各类竞赛等方式获

得[4]。D大学每年投入150万元专项经费,扩大学

生双创资金来源,用于五十余项各级各类竞赛,有
力地激发了学生对双创竞赛的动力。可以看出,目
前西南地区创业竞赛模式虽然已从知识类竞赛转

向实战类竞赛,但仍然存在着重知识轻实践、重竞

赛轻孵化的问题。同时,西南民族地区高校虽然较

为重视双创竞赛的开展,但参赛项目都希望向高技

术含量的项目发展,却缺乏从竞赛项目到市场产品

之间进行成果转化的孵育机制,涉及民族特色的竞

赛项目也较少,未能把民族特色很好地融入双创教

育竞赛体系之中,没有很好地利用民族地区资源,

忽略了地域特色优势,获得民族特色的双创教育成

果有限,阻碍了民族地区高校双创教育对民族文化

的传承与创新。

西南民族地区高校双创教育开展仍处于探索

阶段,呈现辐射面窄、影响度小、转化率低等特点。

民族地区高校对各类大赛在双创教育中的作用认

识仍然不够,存在参赛人数偏少、积极性低、团队成

员学科背景单一、民族特色淡薄、竞赛成果转化率

低等问题,不能有效发挥以赛促创的作用。因此,

西南地区的双创教育不仅要融入系统课程建设,也
要有效利用学生的第二课堂,双创教育贯穿课程教

学,帮助学生内化双创理论知识,提高教师教学积

极性,融合各主体资源和区域民族特色以满足西南

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习基础的学生的双创现

实需要,从而真正实现以赛促创、以赛促教、以赛促

学,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输送高质量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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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积重难返:民族地区高校双创教育

问题的剖释

2.1 双创教育师资无力化

在双创教育体系中,师资队伍是推进双创教育

的重要力量,决定着课程教学的整体质量和水平。
涉及的老师包括专职从事双创教育的老师、学院的

专业课老师、外聘专家、辅导员、创就处的老师等。
然而专职教师缺乏真实的创业经历,企业外聘教师

缺乏双创的理论知识,造成双创教师整体素质不足

的局面。
造成民族地区高校双创师资无力化局面生成,

既与区域经济发展落后,又与教育思想落后有关。
其一,民族地区高校双创教育教师自己本身大多没

有实际的创业实践经验,无法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

与竞赛技巧、实践技能相结合。在开展双创竞赛

中,高校双创教育指导老师不知如何指导学生参与

竞赛,如何将双创竞赛融入双创教育
 [5]。其二,西部

地区高校的双创教育整体起步较晚,基础较差,高
校教师普遍缺乏先进的双创教育理念。例如,有的

教师认为双创教育就是教导学生如何开店,如何把

学生培养成为一个自主创业者[6];有的教师对于双

创教育与专业课程之间的联系茫然不解,贫乏的教

育理念制约了双创教育与专业课程之间的融合。
三是很多高校并未专门为双创教育招聘或者培养

师资,导致高素质双创教师数量不足,无法构建双

创教育师资共同体。因此,高素质双创教育师资队

伍的缺乏也是制约西部民族地区高校双创教育快

速发展的瓶颈[14]。

2.2 双创教育实践表面化

目前,西南民族地区高校的双创实践形式包括

教学实践、实践平台、实践项目、校企合作、企业实

习、举办比赛、虚拟平台等,限于现有的资源不充足

和教育体系不完善,鼓励和促进学生双创实践的政

策和措施难以落实到位,存在实践表面化的问题。
造成民族地区高校双创实践表面化局面生成,

既有双创教育实践环节未充分落实的问题,也有双

创教育项目落地性弱的问题。其一,双创教育与专

业教育的融合度不佳。在实践教学环节,教师仍注

重理论知识的讲解,留给实践环节的时间不足[7]。
教师对于专创融合的实践教学内容设计相对薄弱,
未能因材施教,未能适时地将双创教育融入导不同

的学科领域中。因此,学生未能充分结合自己的专

业知识进行双创实践,缺乏具有地区和专业特色的

双创教育。其二,由于时间、资金、场地有限,参赛

项目创新度不够,缺少核心竞争力,门槛低、容易被

模仿等原因,创新处于较低水平,大部分项目不会

转化成创业成果[8],如图1和图2所示,无论是立项,

图1 广西壮族自治区2021年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立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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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广西壮族自治区2021年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结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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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结题,“国创计划”项目中以创新训练项目的数

量都是最多的,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数量

相对较少,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大多数高校的双创项

目较多地停留在创意层面,学生缺乏创新实践路

径。在反反复复过程化的双创教育实践中,学生所

能感受到的创业情景和创新精神与真实的相差较

大,双创教育应发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学生

就业的作用也收效甚微。

2.3 双创教育资源碎片化

民族地区高校学生团队在双创实践中,难以汇

聚了跨学科、跨专业的优秀生源、课程体系、师资队

员、实践平台、政策资金支持等优势资源,许多双创

项目无法落地,未能发挥多方共享资源的效力。
造成民族地区高校双创教育资源碎片化局面

生成,既有双创教育各主体缺乏协作的原因,也有

校内师生双创教育资源零碎化和非均衡的原因。
其一,西部民族地区政府、高校、企业、社会等多方

协同育人的力度不够,社会教育资源未得到合理配

置。高校在进行双创教育实践活动时,缺少资本投

入和政策支持,双创教育活动没有落地[9]。其二,西
部民族地区高校内部的双创教育平台资源零碎化。
学校具有双创支持计划、校内设备、师资力量等校

内资源存在于各类行政管理人员手中,未能整合资

源,将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地整合利用到各个专业

中去[10]。其三,西部民族地区高校学生所享受到的

双创教育资源是片面的、零碎的,部分学生仅能间

歇聆听双创课程讲座,较少能参与创业实践平台和

创新项目,本就稀缺的双创教育资源,在学生间分

配的也不均衡。

2.4 双创教育精神空洞化

西部民族地区高校双创教育的价值取向,受传

统民族文化观念和教育体制的制约,多集中在双创

技能培训,缺乏双创精神培育。
造成民族地区高校双创教育精神空洞化局面

生成,既有社会层面缺乏健康就业价值观导向的原

因,也有高校双创精神缺乏科学培育的原因。其

一,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和区位原因。经济长

期处于落后的状态,官本位思想和求稳定的心态长

期固守在家长心里,另外,社会对大学生双创的期

待值较低,西部民族地区大多数家庭认为大学生创

业很容易失败,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才是大学生应

该做的。从近两年的省考报名人数来看,大学生的

择业观较为单一,偏爱体制内的岗位,例如2021年

贵州公务员报名总人数超25.3万,2022年贵州公

务员报名人数超33.9万。从上述增长的数据可以

看出,大学生自身不愿走出舒适圈,缺乏突破现状、
实现 超 越 的 勇 气,喜 欢 安 稳 的 工 作 生 活。根 据

《202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14%的大学生已经

创业或者正在准备创业,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大

学生创业比例高达20%~30%[11]。其二,在校期间

开展双创教育的时间跨度不够长。即学校短时间、

阶段性地开展双创教育,很难形成长期稳定的双创

精神。部分学生的参赛目的狭隘,往往不是因为具

有双创激情和双创想法,而是为了荣誉、奖学金、保
研名额等附属福利。双创精神的培养并非是一挥

而就。因此,端正学生双创的思想,培育学生双创

精神尤为重要。

3 秉要执本:民族地区高校双创教育

路径的选择

通过对西南民族地区高校双创教育存在的问

题 和 原 因 剖 析,构 建 以 培 育 双 创 人 才 为 本 的

“TPRS”循环模型和班-专业-院-校-校外五级联动人

才培养组织架构,以西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和平

台资源为基石,以双创竞赛为抓手,通过提师资、强
实践、集资源和富精神的措施,为西部民族地区高

校双创教育人才孕育提供土壤。

3.1 TPRS循环模型

(1)建设高校双创教育师资队伍(Teacher)

齐永智和姜奕帆(2020)基于“以赛促教、以赛

促学”的营销大赛实践教学模式,提出以营销大赛

为载体,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营销思维和创新

能力为培养目标,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

养[12]。学生参加营销大赛的过程,需要教师有针对

性地进行研究和实践,解决学生在比赛中可能遇到

的各种问题,不断探索新的教学理念,更新自身的

知识结构和教学策略,与学科前沿和双创相结合,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最终满足学生多元化的

44
中国教育科学进展

Progress
 

of
 

Chinese
 

Pedagogy



培养目标。作为双创教师,在竞赛中充当着军师的

角色,只有指导教师将各专业知识融会贯通并且身

经百战,才能为学生在双创之路上指点迷津。其

次,要从“道”“形”“术”三个方面来做好教学。“道”
即理论,双创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其核心特

征是强调实践性和应用性,作为老师要时刻保持空

杯心态,扎根理论,不断学习。“形”即课程呈现方

式,从自身形象、教学课件、课程展示上让课程得到

好的呈现。“术”即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方法,采用

辩论赛、项目式等方式,把双创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过程趣味化。因此,首先,作为提高双创竞赛质量

的重要措施之一,竞赛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应当受

到高度重视,校内应选拔培养双创指导教师,同步

聘请校外省级及国家级创业讲师、企业高管、高校

创业导师、科技和人力专家等双创导师,并基于双

创教育的理念和目标,构建“四能型”师资队伍的培

养策略,涉及教师的专业教学能力、双创指导能力、
专创融合课程开发能力和项目孵化服务能力的提

升和完善。其次,开展教师双创能力提质培优的培

训,通过外派教师外出培训、考察交流、企业师资培

训等方式开阔教师双创视野及实战能力。
(2)强化双创教育实践(Practice)
双创教育不仅是知识的教育,也是能力和素质

的教育,需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亲自经

历和感悟。课堂教学内容与岗位、竞赛、证书内容

相对接,以项目驱动法来开展教学,使教学目标与

市场需求相衔接,从课堂理论学习到“岗课赛证”四
方综合能力的提升。学生将通过竞赛获得更多实

战经验与技能,了解并掌握如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制度、行业知识以及商业策划书的撰写、展示PPT
的制作、产品设计美工、视频制作、程序编程、财务

预测等一系列竞赛所需、企业所需、社会所需的实

用技能,从而融会贯通企业家理念、消费者思想等

第多元角度思想。以贵州师范大学第七届互联网

+双创比赛参赛项目“苗醴香”与“青衫物语”为例,
学生以竞赛为依托,基于地方特色商业化背景并最

大化利用民族特色资源,实施开展具有民族区域特

色的项目,通过竞赛融合各个专业的学生,结合工

科专业的技术创新和商科专业的创业技巧推进项

目进展,从而改变理论知识与实际实践不能有效结

合的局面,帮助学生掌握各项双创人才所需能力。

学生参加竞赛后再在初创企业见习,在真实创业环

境中积累实战经验,实践反馈情况,追溯竞赛实践

过程,提升完善项目,并在再次亲身参赛或者向师

弟妹分享经验中整理认识与创业见习,强化实践。
(3)集中双创教育资源(Resource)
为了完善大学生双创赛训体系,武一婷(2020)

提出了在广东省建立“政-校一企”深度融合平台的

建议,认为应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实现资源配

置的优化,不仅要实现政府、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分

工协作和协同推进,还要促进各自资源的深度整

合[11]。许礼刚等(2021)则从学科竞赛机制的角度,
指出高校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设备和资源,建立实

验室、图书等服务平台,实现优质资源的共享和配

置,同时考虑竞赛的特点和文理科的差异,提供针

对性的指导和帮助[12]。双创项目的可行性和实践

性和资源利用得好坏离不开关系,西南民族地区高

校的双创资源较为分散,应进行系统规划和有效投

入。从资源利用角度来说,加强政府、高校、企业、
社会等多方协同育人的力度,完善“政产学研用”结
合,使双创教育资源有效融合。发挥双创实践平台

和项目等多方共享资源的作用,使竞赛产生的创业

项目落地,发挥双创教育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学生

就业的作用。其次,从高校自身的教育管理角度来

说,高校应建设系统化、多层复合、递进式能力培养

的专业化的课程体系,特别是以专业特色为导向的

双创课程建设,最后,从多方合作的角度来说,形成

部部、部校、校校、校企、政校,各渠道的协同育人机

制。学校、社会组织、企业能联合发挥师资作用,在
课程、竞赛、讲座中进行分散式的指导,利于学生进

行连贯性的知识转化和知识应用。
(4)富裕双创精神(Spirit)
高校开设相应培训课程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双

创精神,实训课程中增设创业实践课,让学生意识

到双创教育对自己的生活、对国家的发展都是有重

要意义和作用。另一方面,学生在学科学习、备战

竞赛、初创企业见习中都像创业者一样思考和行

动,站在企业家和消费者角度换位思考,团队成员

围绕参赛项目进行头脑风暴、分工合作,不断打磨

升级项目作品,形成共担风险与利益成果的共同

体。许礼刚等(2021)提出了“学、练、竞、践”四位一

体的“双创”型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可以通过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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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培养和锤炼学生的创业意志、品质、经验、思
维和能力,提高其承受能力,促进创业行动的市场

化转化[12]。首先,组织竞赛经验交流,开展竞赛创

新知识讲坛。主要由参赛团队从竞赛项目介绍、商
业模式、核心竞争力、团队建设、财务等方面进行商

业计划书展示及PPT汇报的形式为师弟师妹进行

“传道授双创”。其次,利用网络、报刊、电视等多媒

体形式,邀请有创业经验的人士、专家和学者到校

进行讲座,向学生阐述双创教育的基本理念、目标、
内容和方法,增强学生的认识和理解能力,启发学

生的思维和灵感;通过总结和推广好的经验和做

法,举办各类双创展示、评比、表彰等活动,展示和

奖励在双创教育中取得有效成果的师生,树立榜

样,鼓励学生参与双创,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最

后,通过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创新思维和实践

能力为培养目标,新增双创教育的课程内容和实践

环节;通过提供各种支持政策和服务平台,为学生

提供资金、场地、设备、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降
低学生的创业成本和风险,从而正确引导学生,鼓
励他们勇于尝试、不怕失败、善于总结、持续改进,
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创业观、就业观、成才观。高

校在显性和隐性教育中需贯穿突破现状、实现超越

的精神,并长期性、长时间的开展双创教育,富裕其

教师和学生的双创精神。
以竞赛为抓手,培育双创教育思想贯穿全过

程,帮 助 师 生 形 成 “认 识———实 践———整 合 资

源———再认识”的双创人才培养理念。

3.2 班-专业-院-校-校外五级联动

民族地区高校以培育双创人才为本,以校内资

源为基石,校外(企业)为平台,学校双创学院为统

领的上下双向双创人才培养组织架构,实现班级-专
业-院-校内-校外的五级联动,构建以双创教育为驱

动的上下双向人才培养组织架构。
(1)设立双创学院

学校层面建立双创学院,万华(2018)指出,通
过实施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即减少管理层级,增强

自主性和参与度的管理方式,成功打破了各学院基

层单位之间原有的层级界限和条块分割的管理障

碍。通过独立的双创学院作为枢纽连接企业和学

校,可以 集 中 优 质 资 源 并 打 通 培 养 对 象 沟 通 渠

道[13]。双创学院定期组织各个学院召开会议,从学

校顶层设计层面规划并决策双创人才培养的战略

目标、组织协同机制和制度支持。双创学院统管校

外、校内资源,进行统一管理,规划。其次,双创学

院业可依托竞赛要求,针对双创人才培养开展特定

主题的教学活动,申请独立的双创项目。最后,双
创学院可依托校级学生会和校级研究生会(以下简

称“两会”)进行纵向及横向宣传,将双创贯穿本科

及研究生教育。一是在课程设置方面,一年级增设

双创类课程,由双创学院挑选优秀及有经验的双创

导师进行授课。二是依托学校的两委会,大力宣传

各个学院的竞赛赛项,并定期开展校级的“双创

节”,在“双创节”上展示各个学院的优秀项目并进

行路演。三是大一新生或研一新生进校后,由两会

组织并举办大学生双创主题沙龙活动,邀请学校优

秀导师、校外企业家、团队队长等,他们用自身的创

业经历和同学们一起分享如何在校处理好学业和

创业的关系,交流在双创过程中遇见的困难和疑

惑,畅谈参与校级、省级、国家级“互联网+”大学生

双创大赛的成果与启示,增加双创的氛围感。
(2)校内校外资源双向沟通

双创学院下分管校外资源与校内资源。校外

资源包括高校之间相互合作平台,校外组织的双创

平台,可以推动校外组织对高校双创人才培养在资

金、项目、技术、实践等方面资源的支持与合作,同
时有助于整合政府、校外企业、校友、基金会、风投

公司、民间社团等各类资源。校内资源包括校内各

学院、各专业、各班级资源。以创业学院为主体,对
如分散在各学院、各部门、各专业的各类优质双创

平台、项目和团队,统筹管理,形成合力,促进教学

部门、学生工作部门的多部门协同。通过校外资源

与校内资源相互沟通,资源共享,校企合作,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扩充双创资源,为双创生态体系的建

设提供基础。
(3)院-院、专业-专业、班级三级联动

校内形成班级-专业-院的三级联动,三者同时

开展活动,学院可以采取开会动员,宣传的方式,专
业也可以采取动员,宣传的方式支持,而班级则是

计划的实行者。根据竞赛的专业类别、学科要求以

及达成目标,直接作用于各班、各专业、各学院。校

内的院与院之间相互合作,资源共享;专业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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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导师沟通交流,学生专业互补,形成跨班级、跨
专业、跨学院的交流组队,弥补弱项,强强联手。

双创教育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肩
负着民族地区高校培养“双创”型人才、经济发展和

科技创新的重任。民族地区高校在开展过程中暴

露了很多问题,秉承育人为本的初心,结合民族区

位特色资源,关注学生双创素质教育,激发师生双

创热情,从各主体层面协同营造良好的双创教育环

境,配合民族地区政策将双创教育落到实处。该模

式将在未来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与优化,有
望促进民族地区双创教育从观念向行动的转化,切
实引导民族地区大学生双创意识形成,为民族地区

产业转型升级、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和智

力贡献。

利益冲突: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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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talent
 

is
 

the
 

first
 

resource
 

and
 

innovation
 

is
 

the
 

first
 

driving
 

force,

and
 

it
 

i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e
 

dual-creation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n
 

important
 

position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for
 

regional
 

social
 

and
 

eco-

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while
 

dual-creativ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ultivating
 

dual-creative
 

talents
 

in
 

ethnic
 

areas.However,for
 

the
 

backwar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western
 

ethnic
 

areas,they
 

are
 

characterized
 

by
 

distinctive
 

ethnic
 

characteristics,weak
 

educational
 

foundation
 

and
 

diverse
 

student
 

backgrounds.Therefore,universities
 

in
 

the
 

western
 

ethnic
 

areas
 

must
 

adapt
 

to
 

local
 

condi-

tions,give
 

full
 

play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dual-creation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ethnic
 

areas
 

in
 

the
 

west,

and
 

realize
 

that
 

education
 

helps
 

students
 

generate
 

dual-creation
 

ability,so
 

that
 

dual-creation
 

education
 

can
 

re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support
 

point
 

for
 

strengthening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ethnic
 

are-

as.As
 

the
 

main
 

position
 

for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e
 

region,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ethnic
 

areas
 

have
 

carried
 

out
 

rich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dual-creation
 

education.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

uation
 

of
 

dual-creation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ethnic
 

areas,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the
 

problems
 

of
 

incapacitation
 

of
 

dual-creation
 

education
 

faculty,superficiality
 

of
 

dual-creation
 

education
 

prac-

tice,fragmentation
 

of
 

dual-creation
 

education
 

resources,and
 

emptying
 

of
 

the
 

spirit
 

of
 

dual-creation
 

educa-

tion.In
 

view
 

of
 

this,by
 

analyzing
 

the
 

dual-creation
 

education
 

models
 

and
 

real
 

cas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in
 

ethnic
 

areas,we
 

put
 

forward
 

the
 

cyclic
 

dual-creation
 

education
 

model
 

based
 

on
 

dual-creation
 

compe-

tition
 

“TPRS”
 

and
 

the
 

five-level
 

linkage
 

dual-cre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organization
 

structure,in
 

order
 

to
 

cultivate
 

dual-creation
 

talents
 

as
 

the
 

basis,explore
 

the
 

new
 

path
 

of
 

dual-creati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ethnic
 

areas
 

and
 

lea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ual-creation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It
 

will
 

explore
 

a
 

new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ual-creation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eth-

nic
 

areas
 

and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dual-creation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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