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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大学生创业型社团开展创业教育实践与启示 

耿新 

(中南民族大学创新创业中心，湖北武汉，430073) 

[摘要] 当前高校创业教育存在认识偏差，阻碍着我国创业教育的发展；方法不科学，抑制了学生的创业激情； 

课程不系统，导致创业教育脱离学科专业，难以发挥各专业优势和特长；激励机制不完善，创业教育缺乏可持续 

发展的动力；资源未整合，不能为学生创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等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开创依托创业型社团组织管 

理创业课程，承办创业类竞赛，开展创业实践活动等，实践表明：要构建灵活、多样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 

具有创业指导能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 打造多类型学生创业基地实践平台， 依托创业型社团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创新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才能达到创业教育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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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提出“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战 

略，创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史上一种新的教育理念 

和模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要加强就业创业指导服务”,这说明国家高度 

重视培养大学生创业教育工作。由此可见，加强大 

学生创业教育，特别是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 

意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而依托大学生社团开展创 

业教育活动是实施创业教育的重要方法和有效途 

径。 

一、当前高校创业教育的困境 
1998 年清华大学 MBA中开设了“创新与创业 

管理方向专业” ，同时举办了第一届学生创业计划 

大赛，开启了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先河。 [1](16) 目前 

高校创业教育开展得红红火火，这既缘于我国是一 

个人口大国、就业压力重；同时也体现了国家对素 

质教育的高度重视。虽然目前高校以各种形式开展 

创业教育，如创业竞赛、创业课程开设、创业实践 

等， 但我国创业教育毕竟还处于起步阶段， 据统计， 

广东省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只有  1%，全国大学生创 

业成功率最高的浙江省也只有 4%， [2] 这说明创业还 

存在诸多问题。 

1. 创业教育的认识不正确，阻碍着我国创业 

教育的发展 

一方面，部分高校的领导和教师对创业教育的 

目标与实施理念的认知存在误解：有的认为，创业 

教育就是培养学生创办企业的能力；有的认为创业 

教育是规避就业压力的缓兵之计，学校的就业率高 

则没必要开展创业教育；甚至有人认为创业教育就 

是培养小商小贩，偏失了大学的教育宗旨等等。认 

知错误或偏颇使一些高校对创业教育表现冷淡，进 

而严重阻碍我国创业教育的发展。 

另一方面，大学生对创业教育也存在模糊认 

识。接近半数的大学生认为创业最主要目的是“赢 

利”和挣钱。还有一小部分同学认为创业就是创办 

公司，甚至误将勤工助学等同于创业。研究表明相 

当多的学生认为创业最缺的是资金，而忽视了知 

识、专业技术和创业教育服务在学生创业中的重要 

作用。上述认识上的偏差，说明高校对创业教育的 

引导不够有关。 

2. 创业教育的方法不科学，抑制了学生的创 

业激情

学生能否走自主创业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自主创业的素养。提高大学生创业教育素养的根 

本途径就是建立健全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培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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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高校在这方面存在着很大缺陷，仍采用传 

统的教学方法，重知识传承，忽视民主、平等的教 

育氛围，学生缺乏参与创业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创业的教育方法的不得当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 

了学生的创业激情。 

3. 创业教育课程不系统，创业教育脱离学科 

专业，难以发挥各专业优势和特长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尚未制定出一套完善的创 

业教育课程体系，更没有融合于学校的整体教学体 

系中，这直接导致创业教育脱离学科专业，难以发 

挥各专业优势和特长。如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开设了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大学生就业指导” ， 

经济管理专业开设了“风险管理”“企业管理” 、 “职 

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 ，教务处又开始了“大 

学生 KAB 创业基础”“公司法”等公选课，创业课 

程设置彼此相互独立，各自为阵，缺乏内在有机联 

系，学生并未因学习上述课程而形成系统的创业教 

育知识体系。 

另外，创业教育不能脱离知识教育和专业教育 

孤立地进行，因为人的创造性不同于传授具体技 

能，而是通过科学和人文知识的熏陶和教化才能潜 

移默化地生成。创业教育不但不排斥知识教育和专 

业教育，而且更深地依赖知识教育和专业教育。 

4. 创业教育激励机制不完善，创业教育缺乏 

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目前高校仍未制定完善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 

制，表现为：学校各部门很少把学生创业教育的实 

绩作为其考核评优的重要依据；对创业意识强、创 

业素质好和创业成绩突出的学生，宣传、表彰和扶 

持的力度不够；很多高校担心学生创业会耽误学业 

不愿承担创业教育的风险。由于没有良好的支撑平 

台和激励机制，学生创业教育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 

力。 

5. 创业教育资源未整合，不能为学生创业提 

供全方位的支持 

很多高校的创业教育资源分散在全校的不同 

部门，未能形成整合优势。如：挑战杯“创业计划 

大赛”挂靠在校团委；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就 

业指导”挂靠在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创业课程设置 

在相关教学单位。很多高校未配备系统的专业创业 

教育队伍，而是分散在辅导员或经济管理学院、团 

委和其他行政部门。同时创业教育师资的数量和质 

量还存在很大缺口，不能为创业学生提供全方位的 

支持，不能将政府、社会和学校有关创业的政策全 

面系统传达给学生，缺乏固定、有效的创业教育宣 

传途径等。 [3] 

二、依托创业型社团进行创业教育的实践 

社团活动是学生学习活动的延续，是学生创 

新能力的体现。社团的活动内容与范围广泛，通 

常以制作、创造和发明等为主，以培养学生思维 

能力和动手能力为宗旨，通过开展学术研讨、科 

技发明、文化娱乐、社会服务和实践考察等系列 

活动，密切联系社会，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参 

与意识和竞争观念，增强实践能力和适应能力， 

实现从“书生型”向“应用型” 、从“封闭型”向 

“开放型”人才的转变。社团工作具有动态性， 

每年社团换届（新生和老生的“更叠”变化）使 

得社团补充“新鲜血液” ，保持社团成员对社团活 

动持续的新鲜感和主动性。 [4] 社团是培养大学生创 

业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开展创业教育的一种基本 

形式。

创新创业中心是中南民族大学进行创业教育 

的专门机构， 近年来非常重视“KAB 俱乐部” 、 “创 

业者协会”“未来管理者协会”“聚贤人力资源协会” 

和“挑战杯联盟”等创业型社团的建设和培育。这 

些基于共同的需要和目标的社团可以将不同专业、 

不同年级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发挥其主动性开展创 

业教育和创业活动。学校为社团提供场地和资金， 

使创业型社团成为在校生感知创业、体验创业的第 

二课堂。 

1. 依托创业型社团组织管理创业课程 
KAB，英文全称为“Know  About  Business” ， 

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和共青团中央为培养大学生的 

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而专门开发的教育项目。目前 

全国有 100 多所高校设立了“KAB 俱乐部” ，中南 

民族大学将课程建设融入社团的管理，即由  KAB 
俱乐部负责“大学生 KAB 创业基础”课程的宣传、 

报名工作。每年报名  KAB  公选课的人数很多， 
KAB 俱乐部及时协调 KAB 讲师组织笔试、面试和 

小组讨论，最终由  KAB 讲师和俱乐部共同确定名 

单，所有学习课程的同学获相应公选课学分。这样 

的模式既保证了创业课程的顺利开展，又使社团成



模式探索 耿新：依托大学生创业型社团开展创业教育实践与启示 

61 

员在宣传、报名和组织管理中锻炼了组织管理能 

力。 

2. 依托创业型社团承办创业类竞赛 

挑战杯联盟作为一个学术科技型社团，每年根 

据创业竞赛的计划开展宣传、策划和组织报名等工 

作，挑战杯联盟的会员既实际参加“挑战杯”创业 

计划大赛， 又参与赛事组织管理工作， 这保障了 “挑 

战杯”创业计划大赛的顺利。 

创业者协会则参照中央电视台《赢在中国》和 
NBC《学徒》商业真人秀栏目，以“理论指导实战， 

实战完善理论”为培训思想，注重比赛的商业性、 

娱乐性和参与性，不断完善活动环节控制和淘汰制 

度，同时建立具有针对性的培训体系。通过多元建 

设扩大校园竞赛的影响力和参与度，取得了很好的 

成效。

3. 依托创业型社团开展创业实践活动 

创业实践活动是创业教育的课堂延伸，如：创 

业者协会每年举办“联想公益创业大赛” ，面向在 

校生公开征集公益创业计划，为优秀的创业团队提 

供专业培训、创业资金和公益组织实习机会等全方 

位支持。同时，该社团还举办“创业面对面”学习 

交流会、 “创业者南湖论坛”等活动，形成企业家、 

创业导师和青年创业者的论坛媒介，学生通过创业 

实践活动获得宝贵经验和丰富的人脉。同时，该协 

会还把校外创业组织与我校创新创业中心进行对 

接，承办“武汉市十大创业风云人物巡回报告会” 

等活动，实施“引进来”战略，让大学生在象牙塔 

内能准确把握最新的创业动态。 

4. 依托市场化运作，突出社团实战性 

创业属于商业行为和市场行为，学校成立了 
KAB 创业俱乐部模拟商务拓展公司，像“办企业一 

样办社团” 。一方面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组 

织学生到其他高校、创业成功的企业参观和交流， 

学习“他山之石” 。同时为有创业意愿的同学提供 

与外界交流的平台，提供兼职岗位给学生积累商业 

经验和技能。模拟商务拓展公司让更多的学生实现 

创业梦想，将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 

中，通过市场化运作对其创业计划和能力提供一次 

检验和修正的机会。 

三、依托创业性社团进行创业教育的启示 

1. 构建灵活、多样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创业教育课程是开展创业教育的重要环节，依 

托创业型社团来整合和创建系统性强、实用性强的 

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创业教育课 

程体系应以创业教育为龙头，融思想政治教育、科 

学文化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为一体的课程体系。 

具体应分为 3 个模块：创业精神、创业知识和创业 

实践。而且：①作为必修课进入课堂；②作为选修 

课进入课堂；③作为课外教育的一个内容；④将创 

业教育的内容纳入其他专业课或基础课内。 [5] KAB 
教育注重团队学习，主要模块应以开放式问题为 

主，采用创业案例教学，老师在课堂上不是灌输理 

论知识，而是采用头脑风暴法讨论成功者的创业方 

法、过程和规律，由教师对各小组的意见或经验进 

行总结，重点为学生提供从创意、策划、投资分析、 

管理模式分析道市场开拓等一系列训练的实践活 

动，达到团队学习的效果。 [6] 

2. 建设具有创业指导能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 

创业师资是创业课程和实践得以顺利开展的 

关键。理想的创业师资队伍包括创业理论教师、创 

业实践指导教师和创业成功者等。目前，我国高校 

从事创业教育教师的队伍多是没有创业经验的专 

业教师，或对行政管理人员短期培训。因此，高校 

应从长远发展考虑，建设一支专业化的创业教育师 

资队伍：相关专业教师成为主要的师资力量，辅导 

员可作为重要补充。但创业教育的特性决定了外聘 

教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如通过创业型社团承办对 

外通联工作，为引入校外创业师资队伍搭建平台。 

由  KAB 俱乐部邀请企业家、校友成功人士来校交 

流，解答学生创业的困惑，实现“学院派”师资和 

“实践派”师资相结合。 

另外，要着重构建体验式教育师资培训平台， 

即让教师在一定时期内亲临创业企业，与创业者接 

触获得创业知识、积累创业案例和总结创业经验， 

这需要政府、企业、学校和教师等多方主体共同参 

与，政府出台鼓励企业支持创业教育发展的政策、 

建立良好的舆论导向，企业提供创业教育师资体验 

的环境，学校给予时间便利，教师具有进行创业体 

验的动力。高校应加大培训力度，有条件的高校可 

以选送教师参加  KAB 师资培训，接受最新的教育 

理念，使  KAB 讲师真正成为学校创业教育的中坚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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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造多类型学生创业基地实践平台 

创业教育是一项连锁的、互动的实践活动， 
KAB 俱乐部设计了演示、分组讨论、案例分析、模 

拟游戏、嘉宾访谈等参与式教学活动，这种注重实 

效的创业活动注重学生互动、互相分享体验。创业 

能力体现的是整合的能力，创业教育成功与否在于 

学生整合创业所需的经营资源（人、财、物和信息） 

的能力和水平的高低。 [7] 高校应积极为社团提供交 

流、学习和提升的空间，配备“创业实验室”和商 

务谈判教室等实践场所。通过 KAB 模拟商务拓展 

公司模拟创业演练，锻炼学生从寻找商机开始，到 

制定创业计划、组建创业团队、进行创业融资和创 

业管理的全过程模拟。 

4. 依托创业型社团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许多大学受“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错误 

地认为创业型人才培养是高职院校的任务。而大多 

数学生的职业观念也倾向于追求稳定的工作以及 

安逸平淡的生活，不愿尝试风险高的创业，缺乏创 

业激情。因此，学校应发挥社团开展活动的影响力 

和号召力，在校园文化中渗透创业文化，引导学生 

形成一种“敢于争先、敢于实践”的创业意识。学 

校应为志在创业的大学生实行弹性学分制，允许学 

生提前毕业或延长学业。同时积极利用创业型社团 

开展形式多样的创业教育活动，如举办大学生职业 

规划生涯大赛，创业项目成果展，邀请事业有成、 

创业有方的创业知名人士、政府官员以及创业杰出 

校友来校巡回演讲。通过校园网、校报、广播台等 

媒介，科学合理的评价和宣传大学生创业活动营造 

良好的创业氛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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