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参赛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启明星计划—助力乡村振兴的青少年双创启蒙志愿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乡村振兴

项目实施时间 2021-03至2023-08，共计29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本志愿服务主要凸显新工科人才双创思维引领与乡村地区青少年双创思想启蒙，团队的

青年们通过“一核双线（乡村青少年创新创业启蒙教育为核心，融合线下科创实践+线上

创新创业思维训练）、一点多面（科创作品突破为点，双创故事拓视野+红色教育强思想

+民族团结促发展为面）” 的形式开展双创教育、红色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从红色引

领新思想、科创拓宽新思维、文化启发新思辨，来进行中小学生双创思想启蒙教育。且

团队构建起一站式育师平台（师资招募培训+团队组长集训+行前集中培训+全体年度复训

+全年双创实训）具备更加强有力的师资团体，并通过依托全国首个 5G 校园建设成果和

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平台，自主研发“I-class 智慧教学系统”平台，实现“线上课程，

面授效果”。

 志愿团队目前正在积极开放线上、线下教学资源、孵化学生科创作品，实现良性循环

的同时进一步带动学生逐梦双创的热情。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项目以乡村振兴、文化育人、科创兴才与红色育人四个角度着手，已于山东省临邑县、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区普格县等多地自主开展了数次实地教学及夏令营，以广泛的课程

内容、丰富的互动模式和轻松的课堂氛围多角度多层次地为学生们带来了思维上的碰撞

和启蒙。本志愿团队参与过上海市上松江区上外松外“科普进社区”服务活动、泰晤士

小镇“科普进社区”服务活动以及“爱心暑托班志愿教学活动，通过展演自主研发教具

以及“智能家居、感知未来”和“虚拟现实初探”主题课程，让孩子从生活了解双创的

意义。在让地域偏远的孩子们也能受到双创教育的同时，将其精神得以传承，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和力量。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当前课程已形成完善的课程模块 12 项，均已获著作权授权，且均免费对中小学开放，

同时智慧教学系统获实用新型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2项。本团队目前已开展相关教学70

余学时，覆盖2000余名学生。

 志愿服务在实践过程中融合多方资源，形成“校方支持、服务运营”的发展模式，在

目前已拟与山东省临邑县、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区普格县等多地政府机构及中小学达成

长期合作协议。

 本团队已获2022年“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一等奖、2022年“三下乡”

全国重点团队、2022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优秀志愿服务项目”等荣誉，有助于进一步

建立与其他企业或个人的合作关系，为创业提供资源、支持与机会。本团队项目已成功

完成市级大学生创业训练项目的结项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国家级大学生创业训练项目的

工作中。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本志愿服务团队由十一名在校学生担任核心成员，担任不同的职务、发挥各自职能，包

含团队总负责人、运营负责人、市场负责人、财务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教学负责人等。

教师团队邀请了华为教育专家、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百万人才”教授、

上海市高级创业指导师、“互联网+”国奖指导教师等二级教授和国家级人才为课程提供

教学、技术、双创知识的指导，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领衔教师来担任团队专家顾问，

形成了专业、完整的团队架构。志愿团队积极走访筹备工作、不断完善课堂体系、扎实

自身知识储备、强化课程厚度，怀着对青少年高度负责的态度推进课程。成员热情开展

课程，在课程制作时认真严谨，细致至内容的方方面面；在授课时对每个孩子都保持应

有的耐心，确保他们能理解双创思想。团队内部保持一种和谐友爱的氛围，在工作中相

互协作相互包容；遇到困难时共同协商，共同解决；出现不可避免的矛盾时，就事论事，



当场理顺，最终使团队成为一个温暖可靠的小家。另外，团队构建起了一套 “传帮带” 

的成熟发展体系，通过校内官方志愿者组织招募以及志愿团队成员 “一对一、多对一”

的引领方式，以保障志愿团队新血液的不断更新的同时，项目得以传承。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团队项目模式有：

 1：新模式创课：项目以“ 一核双线、一点多面” 的新模式开展课程开发活动，构建

起课程、实验、赛事相结合的教学形式。2：一站式育师：团队构建起“师资招募培训+

团队组长集训 +行前集中培训+全体年度复训+全年双创实训”的培训一站式体系，且实

践团队成员广泛参加各类双创实践活动，来保障师资团队的质量及可持续发展。3：新平

台互动：志愿服务立足专业优势，依托全国首个 5G 校园建设成果和人工智能产业研究

院平台，研发“I-class 智慧教学系统”，强化师生深度互动，实现“ 线上课程，面授

效果”。4：生态化运营：针对课程做课讲课，由学院老师给予专业知识指导及教育经验

传授。且未来的发展由学院学校扶持并帮助参与各个赛道进行磨练至成熟。并以“一对

一、多对一”的引领方式。以保障志愿团队新血液的不断更新的同时，双创课程得以传

承。5：多方面合作：本团队搭载科技部重点项目和学校重点实验室等校内资源，与上海

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等教育机构开展合作、丰富升级教育内容和层次，促进启蒙教育模

式的复制、推广；引入更多社会资源以及各类公益组织等合作，促进对乡村科创启蒙教

育的重视，争取更大范围的“教育振兴”合作。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本志愿服务当下目标为进一步克服交通，安全等课程开展的过程中所伴有的潜在因素，

设计更多元化，更具专业性的课程带去更多的乡村地区以实施开展，在原有的高校挖掘、

培养双创人才的制度基础上，为贫困地区、乡村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生设计具有

针对性的双创课程，进而提前赋予其双创思想启蒙教育、增进民族团结教育，为更多有

才能，有想法的孩子提供了解双创的渠道，揭示成为双创人才的方向，最终达成三大目

标。

 一、 提前开展启蒙教育，增加未来双创人才的诞生密度，通过早期的双创启蒙教育为

契机，提供给未来的双创人才们更多的时间去有所行动，有所尝试，去获取更多的知识

与经验，最终成为更成熟、更优质的双创人才，给国家发展提供更多优秀的新生力量。

 二、 通过拓宽双创知识普及范围，弥补各地方城市间创新能力跨度过大的问题，给予

较落后地区学生更多的创新创业教育，拉起当地学生双创思想普及度与当地整体双创氛

围浓郁度。

 三、通过融汇在课程当中的民族团结教育课程带动多民族的团结统一，厚植爱党爱民

的情怀，为我党培养有责任感、有时代使命感的有为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