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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地方院校大学生的创业教育 

孙静华 

(许昌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河南许昌，461000) 

[摘要] 在大学生中开展创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 

的重要措施，是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地方院校大学生创业教育应结合地方特色，通过 

完善创业课程建设，创建稳固的创业实践基地，优化创业条件，逐步探索出一条有地方特色的大学生创业教育新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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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教育，主要是指通过创新教育模式 

和实践，以培养大学生创业意识、增强创业精神、 

掌握创业知识，提升创业能力为目的的一种教育思 

想与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有助于 

提升大学生的能力和素质，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促进大学生就业与创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并将 

有力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以创业带动 

就业” 的精神， 推动地方院校大学生创业教育工作， 

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本文试就地方院校大学生 

创业教育的实现路径进行初步探讨。 

一、完善创业课程建设 

创业教育课程是实现创业教育目标的主要工 

具和手段。 [1](84) 地方院校大学生创业课程建设应根 

据大学生创业的实际需要，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的特 

点，改良地方院校现行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调整 

创业教育课程结构，完善创业教育课程教学方法， 

以培养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为主，为大学生成功创业奠定基础。 

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方面，将创业教育融入地方 

高校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包括职业生涯规划、职业 

素质及其养成、就业指导、人力资源管理、创业财 

务管理、创业心理学与企业管理等方面，系统介绍 

创业理论、创业知识、创业技能等，并增加跨专业、 

跨学科课程，以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创业素质， 

提高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技能，丰富和完善他们的创 

业知识结构，为其规划将来的创业之路打下坚实的 

理论基础。 

在教学方法上，避免以课堂教育为主及“填鸭 

式”教学。要多运用启发式教学法、交互式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教学法、作业教学法等科学 

有效的教学方法，辅之以混合讨论、模拟创业等形 

式。同时积极创造条件，为学生与地方著名的创业 

家、 企业家面对面沟通搭建平台， 让学生了解创业、 

增强创业意识与创新精神。 

二、创建稳固的创业实践基地 

开辟创业实践基地，是实现创业教育目标的中 

心环节。 [2] 单一的校园环境和传统的教学模式难以 

培养出真正意义的创新人才和创业能手，只有将学 

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建立稳固的校外创业 

实践基地，才能使创业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创业实 

践环节，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示创业教育学习成 

果的舞台；可以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用 

所学创业理论知识、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增强 

创业感受，学习创业经验，提高创业能力。 

地方院校可以借鉴国内外高校的成功经验，依 

据地方院校自身的实际情况，结合地方发展的特 

色，与地方的著名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进行合 

作。一方面，整合有利资源，建立校内实践基地； 

另一方面，通过校企合作建设产学研基地，使教学 

[收稿日期]  20110826 
[作者简介] 孙静华（1981），女，河南鹤壁人，硕士研究生，许昌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模式探索 孙静华：浅议地方院校大学生的创业教育 

67 

与社会生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多样化的 

创业教育实践平台，不仅能够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 

创业态度、培养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以及经营企业 

的基本技能，而且可以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 

产、学、研、创相结合的新路子。 

三、优化创业条件 

大学生创业需要一定的外在条件作为支撑。社 

会各界都应该支持和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地方政 

府、社会和地方院校必须充分发挥作用，共同营造 

有利于大学生创业的社会环境。 

（一）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大学生创业的重要条 

件 
1. 政策环境。 地方政府在大学生创业中发挥着 

倡导与扶持的作用。政府通过整合现有各类创业平 

台，不断完善和落实大学生创业扶持和宏观调控政 

策，充分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给大学生创业 

提供有力保证。同时，制定一系列针对大学生创业 

的优惠政策和法律法规，指导和支持大学生创业； 

提供完善的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增强行政服务意 

识，构建全社会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良好氛围， 

充分发挥政策环境的保证作用。 
2. 市场环境。 大学生创业需要在一定的市场环 

境中进行。因此，将地方院校和地方经济对接，充 

分发挥市场环境在大学生创业中的指南针作用，不 

断优化产业结构，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市场来 

规范和引导大学生的创业行为和创业方向；不断加 

强产业技术的创新，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 

用，为大学生创业指引方向；拓展多种多样的信息 

渠道，提高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为大学生创业 

提供信息保障。 同时， 不断增强大学生的市场意识， 

使其主观上能够适应社会快速变化的环境，以保证 

其创业的成功方向。 
3. 文化环境。 创业文化是一切与创业活动有关 

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氛围，主导着创业者的思维 

方式和行为方式。 [2] 良好的创业文化氛围能够有效 

地促进大学生创业活动。地方院校立足地方，拥有 

丰富的社会资源，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大高校 

所在区域对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 

舆论工具，宣传创业典型，用成功的创业实例激励 

人心，坚定大学生创业的信心和斗志，营造和谐、 

良好的创业文化氛围。 

（二）高校的大力支持是大学生创业的重要保 

证 
1. 校园内部环境和发展空间。 经过创业教育的 

学习与实践，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创业理论知 

识与基本技能，因此，高校要积极为大学生创业提 

供条件，特别是良好的校园内部环境和发展空间。 

如在大学生创业场地、公共设备和设施以及管理等 

多方面给予学生大力支持，特别是在资金方面，地 

方院校可以依据学生的创业、科研情况给予资助和 

奖励。

2. 创业教育体系。 创业知识的储备是大学生创 

业的硬件条件之一，高校首先应将创业教育融入学 

校课程体系，不仅系统开设创业教育课程，更应将 

创业教育渗透在学科教育中，侧重大学生的创业知 

识、 创业技能知识、 管理和营销经验等内容的学习， 

重点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业素质和创业能 

力。其次，把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引导大 

学生积极参加科研和各种专业竞赛活动，并对学生 

的科研进行资助、奖励，借此激励大学生的创新意 

识和创新能力；同时，发挥“产学研创”四位一体 

模式的优势，加强与地方企业的合作，建立大学生 

创新创业基地，向学生开放实验室，全面开展创新 

创业实践，以满足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要求，充分 

调动大学生创业的积极性。 
3. 校园文化氛围。 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目前 

在我国还处在探索阶段，因而营造有利于大学生创 

业的校园文化氛围就显得尤为重要。高校可以通过 

制定相关的创业举措，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建设创 

业教育社团、宣传创业成功典型等方面，激发学生 

的创业热情。同时，针对即将毕业的学生，可以利 

用网络向其提供更加便捷的创业信息和创业指导， 

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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