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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创客空间建设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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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知网高等教育分公司总经理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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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背景概述



背景概述
为什么要做创新创业教育？

学生和老师的实际需求

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低、创业
知识技能匮乏；
高校创业教育面临师资难、
教师队伍急需培育。

政策的持续引导
创新创业教育已成
高校改革的突破口

---人民政协报

社会发展需要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缓解就业压力；
培养“千禧一代”需要用新的创新思维



背景概述
双创热

2015年第一届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有1800余所高校的57000多支团队、20万名大学生参赛，提交项目

作品36000多个，影响和带动百万余名大学生参与活动。2016年第二届，参赛高校达2110所，占全国普

通高校总数的81%，学生报名项目118804个、直接参与学生545808人，分别是2015年的3.3倍、2.7倍。



背景概述
冷思考

冷思考
从毕马威2016年Q3

全球风险投资报告中

可以看到，2015年

全球融资金额和交易

量都增幅较2014有

所 放 缓 ， 而 到 了

2016年可以看到这

一趋势丌管是在交易

数量或是全球资金总

额上都有所下滑。

2014年第一季度

到2015年第三季

度的整体表现来

说，还是下滑明

显，2016年第四

季度的241亿美

元创下自2014年

第三季度以来的

最低记录：



背景概述
冷思考

双创热潮持续高涨，投资人愈发冷静；

避免双创成为运动，深入思考双创教育需求。
双创热潮持续高涨，投资人愈发冷静；

避免双创成为运动，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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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信息

管理知识、

技能、素养

协同合作保障

行业信息

动态、标准、信息

咨询服务

专利、课题、创业

背景概述
学生实际需求

01

商业信息

市场、竞争、政

策、法律、资源

创新创业教育知识服务需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定位使然

图书馆自身就是高校信息反馈控制的
知识基础设施。图书馆与内容服务是
科研机构创新系统中进行目标跟踪与
反馈控制的核心部件。

教育部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詹长治指出: 未来的五年，高校
图书馆建设还是应该坚持“四个中心”
和“一个平台”，即文献集成中心、
知识服务中心、自主学习中心、社会
文化中心和知识创新服务平台。

图书馆实际也已在行动
（1）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整合学校优
势资源，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建设了
“智慧华图”智库平台，提供了创业相
关的技能培训、知识产权知识及法律法
规、政策等，开展创新创业智库服务。
（2）成都大学图书馆2014年4月成立
了创客空间，为创客提供纸质资源和信
息资源、创客分享会、会客室及创客虚
拟空间等。
（3）西安体育学院图书馆围绕体育这
一大学科背景，构建了体育文化创意空
间、体育信息共享空间、红色体育文化
休闲空间等多层次的知识共享、创新平
台，发挥了图书馆在知识传播和创新方
面的功能

.

背景概述
图书馆为什么参与创新创业教育？



Part Two
CNKI数字创客空间建设构思



CNKI数字创客空间建设构思

CNKI数字创客空间，是针对高校双创教育的需求，以面向教师、学生所需的创新创业知识资源的大

规模集成整合、管理和增值利用为基础，构建创新创业知识空间，将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深入到创

客的学习、培训、创作过程中，为高校师生提供一站式双创资料查阅、学习培训、知识管理、协同

研讨的数字空间，助力高校双创教育开展。



数字创客空间底层资源层：包括CNKI总库资源、创业学苑、就业学苑资源、机构

自有资源以及其他第三方资源；

资源经过加工管理后通过KBase或HFS进行数据存储，所有资源可通过知识发现进

行统一检索及下载等功能。

应用层主要包括协同研究、协同创作、创新创业教育、项目与成果管理、创新创

业信息服务等子平台。

最上层通过门户平台为师生提供数字创客空间的统一入口。

总体架构

CNKI数字创客空间建设构思
总体架构



产品内容资源主要来源于知网各类文献资源、宽学合作视频资源。

• 针对学生求职就业需求，以知识库形式提供学生所需了解的职业生

涯规划、求职技巧、职场素养、各类岗位入门知识、就业权益保障

等角度知识技能的支持。

• 针对老师就业辅导需求，提供学生就业现状问题分析、就业指导体

系方法研究、心理辅导、职业生涯辅导、国内国际经验等角度的知

识支撑，同时支持老师进行个人知识积累、在线学生就业辅导。

就业知识库

2.1课程中心
就业知识库



产品核心定位



以知识库的形式为创业大学生提供创业不

同阶段的知识技能，实现创业校友、创业

场所等相关 资源信息的快速获取，支持

创友交流，促进创业学生的创业认知、提

升创业素养。资源来源主要包括知网各类

资源及部分外采资源。

为高校创业教师提供创业教育政策分析、

国内外高校创业教育做法经验追踪、专家

学者对创业教育的分析建议；创业教育整

体课程体系建设、教育方式方法研究等等

方方面面的内容，有效辅助教师创业教育

活动的开展，提高高校学生创业成功率。

2.1课程中心
创业知识库





创业学苑



学生入口

创业入门

创业起步

创业者素养提升

创业企业成长

创业导师

创业园区

创业交流社区

创业拓展阅读区

学生个人空间

学生入口为学生提供创业入门、创业起步、创业导师、创业园区、创业者素养提升、创业企业成长等模块

的知识服务，结合知网的各类文献资源、宽学合作视频资源、互联网资源、高校创业导师合作资源、各高

校创业导师和创业案例等，将不同资源内容进行归纳和分类，扩充创业不同阶段的相关内容。

2.1课程中心
创业学苑



创业教育研究

培养模式

课程

教学

实训

大赛

校企协同

师资

评价

案例分析

平台建设

创业课件展示

教师个人空间

创业教育环境扫描

政策动向

高校举措

国内观察

国际视野

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学习专区

创业项目展示

教师视野拓展

学术追踪

拓展阅读

创业高产学者

教育宏观

高等教育

教师入口
创业高被引文献

创业高产机构

教师入口为教师提

供创业教育研究、

创业项目展示、创

业课件展示等服务

莫快，针对老师的

创业教育需求，帮

助老师了解创业教

育宏观环境、促进

优质学校经验学习、

全面提升教师的创

业教育的理论素养

及教学能力。

2.1课程中心



坚持“以学生/创客为中心”

的理念，建设轻松、自由、富

有活力、激发创造力的创业学

习空间。通过创业导师引导、

视频教程或交互体验，使学生

/创客掌握先进的创新创业技

能和基本的创造流程。培养出

一批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一

流人才。

2.1课程中心
创新创业自主学习平台



双创课程管理

题库管理

课程中心

创客在线测评

创客在线学习

课程管理人员动态创建课程，

并对课程大纲、课时、知识点、

学习资料、作业、练习题等进

行管理针对课程或者考试培训进行各

咱题型的题库进行管理，并标

准化成XML，支持分值、权重、

解析等数据 对机构创建的课题按业务分类

导航进行统一发布，提供导航

和检索功能，课程种类包括公

开课、 MOOC、微课程等

能够在线学习课程，包括视频

课程、PPT讲义、学习资料等，

支持学习过程中记录笔记

基于题库可建设在线考试系统和

在线评测系统，能够自动组卷、

自动判卷以及考试结果诊断

2.1课程中心
创新创业自主学习平台



2.2头脑风暴
协同视频直播

点击创建

点击观看直播，进入直播

摄像头直播

成员请求发言
主持人同意发言

桌面直播



2.3知识社区
互动社区

导师专家等对项目进
行指导审核，政策研
讨，并可通过平台评
价参与者贡献度。

学生创意项目以课题方
式立项，确立创意小组，
对创新项目相关资料进
行协同研讨，头脑风暴，

形成结论

意见研讨区，可自由发表意见进
行研讨，支持语音、图片、公式
等的发布



2.3知识社区
互动社区

实验设计：

· 实验过程

· 实验设计文档

· „„

实验实施：

• 实验设备及环境

• 实验过程描述

• 实验数据及结果

• „„

实验结果分析：

• 实验结果

• 结果附件

• „„



2.3知识社区
互动社区

创客社区相当于机构内部的知乎，该模块主要是实现了在科研过程中成员针对某一主题而发起的问答、讨论功能，并完整

记录了其讨论过程。为创客提供业务交流和知识分享的空间，挖掘和沉淀创客们的隐性知识，形成针对具体问题的知识库，

在此页面可按时间排序看到最新的问题、经常提出问题的成员有哪些以及相关的热门问题。



研讨

个人所参与的所有研讨，可以查

看研讨文档、研讨内容，并对文

档进行研讨，支持语音研讨。

创作

个人参与的所有的创作文档，

提供查询和信息浏览，如果

是已经完成的文档，可以在

线阅读文档内容。

研究

个人参与的所有的研究课题

（项目），主要提供查询和

信息浏览功能，随时掌握研

究项目情况。

任务

主要对每个用户当前需要处理的任

务进行提醒，如果在客户端能完成

的任务直接可以执行具体任务。

我的资料

个人知识管理，方便研究人

员管理和阅读自己的资料。

消息

与本人相关的所有消息提醒。

2.4即时通讯
移动双创



不拘泥于教室或图书馆，随时随地进行创新活动...

2.4即时通讯
移动双创



Part Three
总结



创新创业教育是国家崛起、民族复兴和社会不断进步的

动力，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高校应推广培养和提高所有专业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的“广谱式”教育。而图书馆作为高校的知识基础

设施工程应发挥自身优势，支撑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CNKI将服务于“素质型”和“职业型”两种类型创新创

业教育的开展，助力于图书馆的创新服务拓展。

总结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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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高等教育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