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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业精神教育为核心的创业教育探索与实践 

——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为例 

刘世勇，张延平，蒋怀柳 

（中国地质大学学生工作处，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 创业教育已经成为高校教育与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任务，各学校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逐步形成了 

自己的创业教育模式或特色。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以创业精神教育为核心开展创业教育与实践，形成了校本特 

色：一是加强创业教育组织领导，形成创业教育与实践合力；二是以创业精神教育为核心，构建创业教育教学体 

系；三是以 KAB创业教育为重点，普及创办企业基本知识；四是以创业计划大赛为龙头，营造创业自我教育氛围； 

五是以创新创造成果为基础，提高学生知识创业水平；六是以创业基地建设为载体，搭建创业实践活动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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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和教 

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 

生自主创新的意见》精神，认真落实中央“以创业 

带动就业”的决策部署，中国地质大学以创业精神 

教育为核心，大力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实 

践，涌现出以“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张俊青为代 

表的优秀创业典型群，探索出一条具有学校特色的 

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之路。 

一、加强创业教育组织领导，形成创业教育与 

实践合力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大学生创业，建立了强有力 

的组织保障体系。2008年成立了“大学生创业指导 

中心” ，下设“指导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办 

公室” 。 “指导委员会”负责创业教育与实践的顶层 

设计、资源统筹，对实施创业教育中牵涉全局的规 

划、组织、考评等重大事宜进行决策。为加强组织 

领导，形成创业教育与实践合力， “指导委员会” 

主任由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担任，副主任分别由 

分管教学和科技工作的校领导担任，委员由校办、 

科技处、财务处、实验室设备处、教务处、学生处、 

团委、研究生工作部及相关学院主要负责人组成。 

“工作委员会”由各相关学院专家教授组成，负责 

对大学生开展创业教育与创业指导和咨询。 “办公 

室”成员由团委、学工处和研工部及相关学院的有 

关负责人组成，具体实施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与实 

践工作。五年来，学校还先后投入学生科技专项基 

金逾  160 万元，每年划拨  10 万元专款用于创业教 

育，各学院投入配套基金和奖励基金 420 万元。同 

时学校将中地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为学生创业 

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创业实习服务。 

二、以创业精神教育为核心，构建创业教育教 

学体系

教育的本质的是塑造精神。创业教育应以创业 

精神教育为核心，为毕业生将来自主创办企业或在 

岗位上创业奠定素质基础。为此，学校构建了以创 

业精神教育为核心的创业教育教学体系。一是创业 

类公共课程教学。学校开设了《创业管理学》《大 

学生创业基础》和《创业心理训练》等公共选修课， 

供学生自主选修。二是必选课教学。学校将《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列为学生必选的公共 

选修课，创业教育作为课程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 

容。三是创业讲坛。学校将“创业讲坛”作为大学 

生素质教育重要依托，注重讲坛质量，邀请微软终 

生荣誉总裁、新华都总裁兼 CEO 唐骏等创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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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和社会名流来校为学生畅谈创业经验与体 

会。为加强朋辈引导，学校还有计划地安排成功创 

业的在校大学生与学生面对面交流。 

三、以 KAB 创业教育为重点，普及创办企业基 

本知识 

“KAB”创业教育是团中央、全国青联、全 

国学联、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等在中国推广的创业 

培训项目，该课程以多样的教学手段、游戏等丰富 

的教学形式为学生系统介绍了创业的基本思维和 

相关知识，深受学生欢迎，也得到越来越多高校的 

认可和支持。我校为大力推广“KAB”创业教育项 

目，在  2011 年初邀请项目推广培训师到校举办了 

“KAB 创业教育讲师”培训班，培训我校开展该计 

划的师资。学校选拔了  28 位教师参加培训，这些 

教师成为我校开展创业教育的中坚力量。教师培训 

班结束后，老师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在寒假中放弃 

休息，精心备教，利用  5 天的集中时间为有创业意 

愿的  30 名优秀学子进行了培训，完成考核后，给 

予了 2 个公共选修课学分。参加培训的同学表示， 

培训让他们丰富了创业知识，拓宽了视野，更坚定 

了对创业的信心。2011年 2 月学校被全国青联、全 

国学联和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授予“大学生  KAB 
创业教育基地”证书。学校每年举办  4 期以上的 

“KAB 创业基础”培训，不断满足学生的需要。当 

前我校毕业生创业人数逐年增加。 

四、以创业计划大赛为龙头，营造创业自我教 

育氛围

“创业计划大赛”是大学生进行创业模拟实 

践、进行创业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径。学校积极举办 

“创业计划大赛” ，吸引大量学生参加，营造创业 

自我教育的浓厚氛围。2000 年 3月，我校启动首届 

“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同年 6 月参加了首届湖 

北省“沿海国际杯”创业计划大赛，并首获该项赛 

事最高荣誉“金奖” ；同年 10 月首次组队参加了在 

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全国第二届“挑战杯”创业计 

划竞赛。2006 年，我校首次承办湖北省“挑战杯” 

创业计划竞赛，并首捧该项赛事的最高荣誉—— 

“挑战杯” 。 2000 年以来， 学校在湖北省挑战杯 “创 

业计划大赛中共获得特等奖 5 项、一等奖  10 项、 

二等奖 9 项、三等奖 8项的好成绩；在全国“挑战 

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获得金奖 1 项、银奖 8 
项、铜奖 5 项、高校优秀组织奖 5 次，学生参加创 

业计划竞赛的人数逐年增加，学生覆盖面越来越 

广。为响应学生的创业积极性和热情，学校应时成 

立了学生创业联盟，在校内举办各类创新创业的交 

流和实践活动。 

五、以创新创造成果为基础，提高学生知识创 

业水平 

小成功酝酿着大奇迹，一个人创业的成功可以 

带动一批人。作为全国重点大学或研究型大学的学 

生创业，应积极倡导知识型创业，注重创新成果的 

转化和应用。大学生创新成果是学生开展知识型创 

业的重要项目来源。为此，学校高度重视大学生课 

余科技活动，在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注重建立各 

种基地，目前已建立大学生科技创新基地  21 个， 

为学生进行科技创新和创业营造氛围、搭建平台。 

我校  2007 届毕业生赵温才大学四年内收获了九项 

国家发明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液态水瞬时加热 

技术” ，以 14 万元的高价转让给商家，毕业后成功 

创立了“武汉加权知识产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 

其事迹被中国教育报、湖北卫视、武汉教育电视台 

等多家媒体专题报道。 

六、以创业基地建设为载体，搭建创业实践活 

动舞台

学校既重视大学生创业知识教育，又重视创业 

实践锻炼。学校于  2008 年在大学生活动中心开辟 

专门的场地，建立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总 

部）。对于注册了的公司，学校在大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基地免费提供场地和办公设施予以支持。我校 

珠宝学院  07 级学生张俊青家庭经济困难，读大学 

前家庭欠债  20 余万元。进入大学后，学校了解到 

其家庭情况，为其提供了勤工俭学岗位及助学金资 

助，对于其创业热情，学校通过“大学生课余科研 

基金立项”和“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给予了大力支 

持。2009  年张俊青成功创立武汉海伦墙面手绘公 

司，将珠宝首饰设计技艺用于壁画创制，偿还了家 

里 20多万元的债务并吸引了 30多位武汉多所高校 

有创业理想的学生参与。该事迹于  2009 年  5 月  8 
日在光明日头版专题报道，并以记者手记形式向社 

会广为弘扬。中央电视经济频道“青年创业中国强 

•2009 创业英雄会” 栏目 7 月 19日晚播出张俊青事 

迹，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企业管理专业  2009 
届硕士毕业研究生刘晓庆在校期间（2008 年）创办 

湖北神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出任总经理，由平面 

广告业务开始逐渐向影视后期制作等文化产业领 

域进军，公司营运稳定，蓬勃发展，目前公司全职 

人员 4 人，年营业额 30 余万元。 

创业精神和实践是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的生 

动反映，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的创业教育和实践具有鲜明的引领和示范作 

用。 “非知之难，行之难，行之非难，持之难” ，只 

要学校加强组织引导，狠抓工作注重落实，充分认 

识到人人是主体，时时是机遇，事事能成功，就一 

定能让创业的梦想闪光，也一定能帮助学生在创新 

创业的道路上加快成长，收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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