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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勤工助学提升大学生的创业素质 

沙爱红 

(扬州大学学生处，江苏扬州，225009) 

[摘要] 因人们认识偏差、教育模式滞后、专业师资匮乏、实践环节薄弱等原因，高校创业教育停留在实务教育 

层面。应该在勤工助学活动中，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提升大学生的创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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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业教育中功利主义的倾向 

国内外创业教育的初衷都是培养学生创业者 

的素质，特别是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而目前很多 

高校都局限于在实务层面开展创业教育，热衷于组 

织学生开展“创业计划大赛” ，参与“创业设计活 

动” ，设立创业中心等 [1] 。这种创业“实务”教育， 

关注的是少部分人的骄人业绩，有较强的精英化痕 

迹，表面活动轰轰烈烈，而受众面极小，其他大多 

数学生只是袖手旁观的观众，他们的创业素质未得 

到提高，未接受到真正的创业教育。造成这种创业 

教育功利主义倾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思想认识不到位 

社会、高校和家庭对大学生创业教育的认识不 

到位，甚至有偏差现象，致使大学生创业教育基本 

上停留在形式主义阶段，停留在实务层面。很多人 

认为大学毕业生迫于找不到合适工作， “无业可就” 

才去创业，创业是次于就业之后的无奈选择。基于 

对创业次佳的定位，从而使创业教育得不到重视。 

事实上，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是受功利主义所趋 

使。大学开展创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基本的从 

业和创业素质，为学生走向社会成功创业准备基本 

素质和能力。创业教育对打算就业的学生同样重 

要，因为用人单位或个人除了要求受雇佣者在事业 

上有所成就外，正越来越重视受雇者的首创冒险精 

神、创业能力、独立工作能力以及技术、社交和管 

理技能 [2] 。大学开设创业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培 

养成功的创业者，也不仅仅是作为就业工作的补 

充，而是以培养学生的企业家精神为根本点。受浮 

燥社会风气影响，高校乐于开展轰轰烈烈的创业教 

育实务活动，表面呈现出了教育成果。殊不知，创 

业教育与其他教育一样，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育人过 

程，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应该是潜移默化中提升 

大学生的创业能力。 

2. 教育模式改革滞后 

目前很多高校创业教育只是在课外时间进行的“业 

余教育”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没能融 

合到高校育人的整体体系中，从而使创业教育失去 

了专业教育这一有力依靠。因此，现有的人才培养 

模式不能满足创业教育的需要，急需改革。《江苏 

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校建设实施方案》要求，要 

坚持渗透融合，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学校应结合 

课改，将创业教育融入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教学， 

渗透到学生成长的全过程和每一个环节，在融合中 

突出创业教育的导向，在渗透中体现创业教育的要 

求，使学生明白创业的道理，增强创业的勇气，形 

成创业的品格 [3] 。 

3. 专业师资匮乏 

高校创业教育起步晚，课程体系尚未形成，缺 

乏权威教材，没有建立统一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没有授课经验可供教师借鉴，属于摸石头过河的状 

态。另外，创业教育对师资要求相对较高，要求教 

师既拥有一定的创业经验，又具备一定的创业知 

识，但兼备创业理论和实践素质的师资，高校十分 

缺乏。 因此，学校要聘请初创企业的高级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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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家和实业家担任大学生创业教育客座教师，聘 

请成功创业校友担任学生的“创业导师” ，充分发 

挥他们创业的经验优势，优化创业教育的师资队 

伍，提高创业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学校 

要加强创业教育师资培训，组织教师定期参加创业 

协会的活动，和企业家交流创业经验等，来获取创 

新创业教育的新信息、新材料，从而提高创业教育 

教师的实践能力。 

4. 教育实践环节薄弱 

创业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目，需在实践 

中模拟体验创业的各个环节，消化创业理论知识。 

除课堂学习创业理论知识外，模拟商业游戏、扮演 

企业员工角色、访谈创业成功人士等，都是学生实 

践创业理论知识的重要内容。另外，组织学生实地 

参观创业企业，模拟创业过程，设计创业中所遇问 

题并设法解决。如此的实践环节对大学生升华创业 

理论知识尤为重要。但由于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 

不够，大学生创业教育实践缺少实际的支持系统， 

尚未形成系统科学的运行机制。 

二、以勤工助学为手段，提升大学生的创业素 

质 

勤工助学作为实践环节，对创业教育将发挥巨 

大作用。勤工助学一直作为大学生经济资助的重要 

手段，随着国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各项资助力 

度加大，勤工助学功能也发生着重要变化，对大学 

生创业素质的培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09  年渤海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对 

辽宁省千余名高校应届毕业生和  230  多家企业就 

“大学生为何难以成功创业”这一问题作了问卷调 

查。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不高的原因 

有二：一是创业经验不足；二是缺少必要的创业实 

践能力 [4] 。KAB 大学生创业培训师、YBC 青年创 

业导师、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创业实习部 

主任刘永印认为，要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就要实 

践实践再实践。大学生参加勤工助学就是很好的实 

践，在勤工助学中，提升学生的创业素质和能力， 

开展创业教育。 

1. 勤工助学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性 

大学生需要不断融入社会、适应社会，才能更 

好地服务社会。然而，他们大部分时间在校园中度 

过，活动于教室、宿舍、食堂之间。特别是如今在 

大学城中求学的学生，他们甚至连续 1 个月都不离 

开校园，从而限制了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勤工助 

学活动使他们有机会与更多的人接触和交流，走出 

象牙塔与各种类型的人沟通合作，从而拓宽了学生 

的视野，加强了他们的团队精神。这些是大学生必 

须具备的创业基本素质。因为大学生首先要接触社 

会，适应社会，才能在社会上寻得机遇，开展创业 

活动。

2. 勤工助学消化创业理论知识 

高校教师在传授专业课程和创业知识时，存在 

着轻应用、重理论的弊端，勤工助学活动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首先，勤工助学活动可以 

拓宽学生的视野。勤工助学的内容多种多样，大学 

生必须具备较广博的知识基础，而且因为实际工作 

的需要，大学生会有意识地补充相关内容，使自己 

的知识更加丰富。其次，在勤工助学活动中，大学 

生能够应用创业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巩固所学知 

识，进一步升华创业理论知识，更加浓理论学习的 

兴趣。创业理论知识指导学生勤工助学，勤工助学 

促进理论学习，两者相得益彰。 

3. 在勤工助学中发现创业生长点 

学生在勤工助学活动中， 接触社会， 体验社会， 

融入社会，他们视野更加开阔，能够发现社会所缺 

和所需， 发现创业的机遇， 从而避免学生盲目跟风， 

效仿别人的创业项目，造成不必要的重复投资与建 

设。如扬州大学烹饪与营养学专业的  80 后毕业生 

汤虎同学，通过接触社会，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发现创业生长点，进行自主创业。他在传统手工食 

品姜糖的基础上，嫁接名人效应，生产的“扬八怪” 

姜糖，深受社会欢迎。 

4. 勤工助学磨练学生的得失成败意志 

在勤工助学活动中，大学生真正独立开展工作 

时，总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学校里所学的理论知 

识不能全部解决这些问题。学生必须超出自我限 

制，求助于他的同事或上司，甚至需要独立拿出解 

决方案，这样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 

际能力。 

勤工助学工作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工作中会 

遇到挫折、困难甚至失败都在所难免。在挫折中， 

学生能学会正确面对，挫折教育能使他们心理的承 

受能力更强。 另外， 勤工助学岗位通常是人多岗少， 

学生必须通过竞争才能获得勤工助学岗位。为了从 

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 他们必须 （下转第 12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