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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80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the world. In the United States, en-
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60 years. Under the good social foundation and strong social support system, a 
perfec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has been formed.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has become one of the direct driving 
forces of American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China’s trade goes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allocation quality and value of resourc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are improved. As a result, there are a lot of deman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e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have strong sens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ese industry,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driven by 
innovation dri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come, college students are not only the main body of the future Chinese population, but 
also the new force to promote the “Chinese drea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t present, China’s existing education system 
lack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skills, and the popularity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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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创业教育在全球已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创业教育已经有 60 多年的历史，在良好的
社会基础和有力的社会支持体系下，已经形成完善的创业教育体系，大学生创业已成为美国经济直接驱动力之一。在“一带
一路”大背景下中国贸易走向了国际市场，同时让中国市场资源的配置质量、价值得到提升，使中国市场中出现了大量创新
创业需求与机会。当代大学生群体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意识，伴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
已经到来，大学生不仅是未来中国人口的主体，更是推动创新创业“中国梦”的生力军。目前，中国现有的教育体系缺乏对
学生创业创新精神和技能的培养，大学创业教育普及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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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宁德鹏的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创业行为及其影响

因素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在创业教育各细分维度的现状与

差异上，八类学生对创业教育的评价都显示出高度的统一：

学校因素＞个人因素 [4]。因此，学校在创新创业教育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当前推动中国大学创业教育发展的两个重心：

一是建设合理的创业教育课程以及包括创业课程、创业研究、

创业论坛、创业竞赛和创业者联盟五个模块的创业教育体系；

二是组织培养优秀的创业教育师资，通过培训、聘请既有实

际管理工作经验又有一定管理理论修养的企业家、咨询师、

创业投资家、政府官员等担任兼职讲师等形式，加强创业教

育师资队伍的建设 [1]。

2 学校创业教育现状

2015 年 12 月，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所有高校从 2016 年

起都要开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随后，各高校纷纷开设了创

业教育课，以“必修课、记学分”的形式纳入常规课程体系

之内，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3]。但由于在创新教育领域中国整

体起步较晚，开设时间较短，开设经验不足，故存在一些问题，

如创业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难以有机融合、校外校内产教难

DOI: https://doi.org/10.26549/whyscx.v3i5.5711



54

文化艺术创新·第 03卷·第 05 期·2020 年 10 月

以融合，创业教育流于形式无法形成系统性闭环等。同时，

许多高校还存在专职师资力量不足的现象等。这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创业教育的实效性 [5]。

3 大学生创业教育存在问题

3.1 高校对培养模式的迷茫

在学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认知以后，传统的“灌输式”

教育模式会束缚学生创造力、创新力等高素质人才所必需品

质的发展。中国创新创业培养仍然处于上升发展阶段，部分

高校虽然已经对创新精神教育有所领悟，但缺乏有效的实践

证明，即使加强了创新创业教育，但在课程设置以及内容修

改方面存在滞后，或是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2]。

3.2 社会思潮对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影响

从社会思潮对大学生创业价值观的影响来看，产生较大

影响的不良社会思潮有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新自由主义、

个人主义等社会思潮，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创业的可持续发

展形成某些不利影响。这些不良社会思潮相互交叉影响着大

学生创业价值观，亟待加以正确引导 [6]。

3.3 学习课程设置不合理

首先，高校的诸多专业课缺乏交汇融合，通常都是“学

一科，考一科”的应试学习方式，使学生无法重视自己所学

的知识，更不必说融会贯通并付诸实践创新。

其次，专业课程缺乏引导以及实践，学习内容过于分散，

使许多学生对自己的发展方向感到迷茫。

最后，高校为学生提供发展创新能力的平台较少，学生

无法从实践中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连目标都不够明确，更

无需谈创新创业。

3.4 历史政策遗留因素的制约

中国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相关政策从最初的“统包统配”

到后来的“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市场依赖调控机制，已

经实行了很长的时间。“找个稳定工作”的传统思想使许多

高校在校生不会去考虑创新创业的问题，他们会更偏爱像公

务员这样稳定的“铁饭碗”。创新创业意识的缺乏，很可能

导致高校在校生错失良好的发展机会，令人惋惜 [7]。

4 大学生创业教育对策

4.1 从社会思潮方面转变大学生对“创业教育”的认识

从整体上转变大学生对“创业教育”本质的认识，将

创业教育内化为学生提升自身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而非

“追求经济利益”的助推器。对于各类院校学生要进行思

想境界大提升教育活动，教育各类型高校学生，创业动机

应以社会贡献实现自我等正能量追求为首选，而不是经济

追求。社会要对创业失败者有更大的包容度，营造良好的

创新创业文化和氛围；高校要努力承担创业人才培养的主

阵地作用，将切实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素养作为人才培养

的最终目标。

4.2 打造高校创业教育的主阵地、主战场

4.2.1 完善创业课程体系

根据不同年级开设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并纳入选修课程

和必修课程学分管理。是将创业政策的宣传解读融入《形势

与政策》课程，定期向学生宣传解读有关大学生创业的创业

政策，让学生看得到创业政策所释放的红利。

4.2.2 积极搭建创新实践的平台

一是促进“双创学院”地位合法化。在各二级学院设立“创

业墙”，定期发布解读创业政策以及校友的成功创业故事。

二是举办一些科研创新的讲座，学院牵头寻找有能力、

有经验的成功领导团队，帮助有意愿的同学着手进行创新计

划，并提供必要的指导。

三是积极举办具有创新创业性质的比赛，进行校内选拔，

进而参加省级、国家级的比赛，让学生学习与适应“分析问题—

构建思路—实施运作—验证方案—反馈修改”的螺旋式思维

[8-9]，培养主动提取有效信息并自行分析的能力，提升针对实

际问题的处理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四是在校内建立起跨学科的新型组织机构，将不同专业

与发展方向的人才聚集起来，组建跨学科项目的合作团队，

探究解决跨学科专业的复杂问题，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与能

力 [10]。

4.2.3 校企合作常态化

不定期邀请小微企业、初创企业代表到学校举办创业论

坛，内容形式可以生动多样化，以企业生动的成功创业故事

感染大学生，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激情，创业意向，以这些创

业代表对创业政策的解读与对国家税收政策的受惠激发大学

生的创业政策满意度。

4.2.4 实现“强强联合”

在校际合作层面，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以强补弱、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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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补短以达到共同整体提升创业动机、创业激情、创业意向、

创业政策满意度，助推创业行为发生。

一是“强强联合”，共同提升创业动机和创业政策满意度。

由创业政策满意度最强的师范类、医学类、农林类和其他类

型院校分享创业政策的感受，同时由创业动机最强的财经类、

理工类、综合类和其他类高校学生代表分享其创业动机和追

求。其他因素，以此办法执行。

二是可邀请“创业基因满满”的财经类院校学生代表前

来学习和交流以改善自身的不足 [11]。

5 创新创业发展未来

从 2017 年 2 月开始，教育部先后形成了“复旦共识”“天

大行动”和“北京指南”，发布《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

践的通知》，开拓了工科教育改革新路径，搭建起了新工科

建设的基本框架。在此背景下，提升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的

能力，需要将重点放在“新”上。《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指出，要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

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

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要及时掌握学生新的需求，坚持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对教学方法进行改进，增大学生的

选择空间，进一步加大搭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的投入，推动

产学研的紧密结合，探索建立企业与学校共建共管的产业化

学院，促进教学、培训、研究一体化发展。为满足未来新兴

产业和新经济的需要，仍需努力探索，促进高校教育改革，

为中国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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