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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教育之我见 

陶兴旺 

(陕西科技大学，陕西西安，712001) 

[摘要] 大学生创业教育实质上是实证教育，是素质教育。高等学校如何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是必须面对和亟待 

解决的重要问题。从分析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现状和主要问题出发，分别从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核心和目的、创业 

教育体系的构建；创业教育过程的引领、创业教育氛围的营造、创业教育立足点以及创业教育平台建设几个角度 

对高等学校如何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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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我国创业教育仍处于较低水平，起步较晚。与 

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较 [1] ，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差距 

较大。欧美大学生创业率为  20%~30%，而据教育 

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大学生毕业创业率仅为 
1.94%。由美国创业周的主办者，考夫曼基金会对 

中美大学生的调查显示，美国大学生中想创业的人 

数达到 70%，最终实际创业的人数占到 20%，而中 

国大学生中，想创业的人达到 79%，但真正创业的 

不到  2%。由于我国大学生普遍缺乏系统的创业知 

识，缺乏创业技能培训，缺乏创业实践的锻炼，缺 

乏创业风险意识、创业素质、品格的培养，学生普 

遍惧怕创业失败。 

近年来，我国大学创业教育在理论研究和实践 

探索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做出了一些成绩。但由 

于大部分高校开展创业教育时间较短，都处于摸索 

阶段，因此存在着诸多问题 [2] ，可以归结为以下四 

个方面：一是高校对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的认识不 

够， 不够重视教育受体的主观性、 能动性和创造性， 

在实施创业教育手段和方法上呈现条框化、功利化 

和形式化的特点，高校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甚 

至担心怕鼓励学生创业而影响学生专业学习，虽然 

很多高校开设了创业方面的课程，但是创业教育基 

本上仍属于“业余教育” 。二是大学创业教育专业 

师资缺乏，专业能力不强。目前这块师资主要来源 

于从事企业管理学科教育学科的教师和专职学生 

工作的教师。而这两类师资的共同特点，就是自身 

缺乏创业实战经验和经历，大都采用纯理论的讲解 

或案例的列举，难免陷入“纸上谈兵“，由于创业 

是一种实战性很强的活动，教师简单的照本宣科必 

然把握不住创业教育的精髓和本质。三是大学生创 

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中实践环节重视不够，目前，大 

多数高校将创业教育阵地局限于校内和课堂，虽然 

举办了很多各类形式的大学生创业大赛，但往往最 

终导向却是为了比赛而比赛，同时，由于大都学生 

缺乏实践经验，很多获奖作品也大都趋于理想化， 

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学生将创业计划付诸实施的人 

更是少之又少，实践环节应是创业教育过程中的重 

中之重，缺少这一环节，就可能出现学生创业高出 

生率等于高死亡率的局面，也就无从谈创业教育的 

实效性。四是大学生创业教育理论研究和学科基础 

薄弱，目前，创业教育理论研究集中于经济管理、 

财务、法律等知识的堆积，研究内容狭窄，研究方 

法单一，创业教育模式笼统，难以从理论的高度阐 

述创业活动中的各种问题，概况出创业产生和发展 

的规律。 

二、对高等学校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几点建 

议 

（一）明确开展大学创业教育的核心和目的 

提倡大学生创业不是意味着要将每一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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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培养成小老板或者企业家；在现实中毕业后能自 

主创业的学生，毕竟是少数。开展创业教育，其核 

心是培养学生具有敢于创新、创业的精神，勇气、 

能力和责任感，是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和塑造，更是 

创业素质、创业能力、创业品格和意识的培养。这 

些素质和能力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应该具 

备的重要条件，更是个人在任何行业中持续发展的 

基本前提和保证。同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展创业 

教育，能够激发大学生创造和进取的志向和激情， 

鼓励他们善于发现问题和把握机遇，勇于面对困难 

和挑战，注重把理论知识和技能运用于实际。经过 

创业教育培养的学生，不论将来是自主创业还是雇 

佣就业，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和提高他们全方 

面的素质和能力，在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中，能够 

获得更大的成功，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二）努力全面构建大学生创业教育体系 

高等学校要将大学生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 

结合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与毕业生就业工作相 

结合，积极构建创业教育教学体系、平台体系和保 

障体系， 形成以课堂教学为基础、 基地平台为支撑、 

教育活动为载体、实践锻炼为手段、制度创新为保 

障的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努力构建创业教育课堂教 

学体系、创业教育活动体系和创业辅导体系，注重 

创业指导教材建设，培训专业创业指导教师，加强 

创业见习基地建设，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意识、 

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 

（三）注重创业教育过程中两个方向的引领 

一个是着重把创业失败教训分析作为创业教 

育培训的一项重要内容，让大学生搞清创业失败的 

前车之鉴，从前人的失败教训中引领他们走向创业 

的成功，而不仅仅只给学生讲授创业成功的案例； 

一个是引领更多大学生走科技型创业之路。作为大 

学生创业不应仅仅是普通的生存型创业，应积极调 

动和引导大学生发挥自身人力资本优势，把科技创 

新成果作为主要投入要素来创造收益，实现价值。 

力争走知识型、发展型、科技型创业之路。 

（四）努力营造大学生创业教育氛围 

美国在  80 年代，就是因为高校创新创业氛围 

的努力营造，使得美国高校符合了当时时代与社会 

发展的要求，从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创新创业人 

才，保证了美国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我国高 

校的具体情况，高校可以通过团学活动在校园文化 

活动中渗透创业教育，营造良好氛围。结合时代特 

点和学校专业设置，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内容丰 

富、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校园文化活动，广泛深 

入地开展创业主题教育活动，营造学习创业、崇尚 

创业、争先创业的良好氛围，形成创业光荣的价值 

导向。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果让大学生 

在日常的团学活动中有机会亲自尝试一些创业实 

践活动，学校提供一定的资金和专业指导，帮助他 

们实现自己的创业计划和想法，即使最终失败，但 

对于学生能力的提高和素质的培养将有很大帮助。 

（五）努力延伸大学生创业教育过程的立足点 

大学生创业教育不应仅局限在大学时期的某 

个阶段，应努力前伸后延大学生创业教育的过程。 

前伸就是从大学生一入学或未进入高校就开始创 

业教育培训等，例如大一就可以开设  GYB 课程， 

重点培养他们的创业意识、塑造创业心里品质，训 

练创业专业技能；后延就是对毕业后两三年的坚持 

创业的大学生仍要给予政策扶持，积极聘请企业 

家、创业成功人士对学生创业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 

和帮助。 

（六）努力搭建校企联合创业教育平台 

高等学校可以让教师和学生走进企业，让企业 

家走进校园，实现学校和企业无缝对接 [3] ，共同为 

大学生创业打造教育和实践平台，明确大学生创业 

教育中学校和企业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学校是开 

展学生创业教育和指导服务的主体，企业是支持大 

学生创业实践教育的主体，二者互为支撑、优势互 

补、缺一不可，共同来搭建起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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