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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绪智力视角的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研究 

陈权，刘宇 

(江苏大学发展办，江苏镇江，212013) 

[摘要] 具备一定的创业能力是大学生要顺利进行创业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如何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 

是高校创业教育面临的迫切任务。 通过实际调查分析了大学生创业能力现状， 分析了情绪智力对创业能力的影响， 

并基于情绪智力视角提出了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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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能力是创业者拥有的关键技能和隐性知 

识，是个体拥有的一种智力资本， 它作为高层次 

的特征， 其中包含个性、技能和知识， 被视为创 

业者能成功履行职责的整体能力 [1] 。具备一定的创 

业能力是大学生要顺利进行创业的基本前提和根 

本保障。激发大学生的创业兴趣，培养大学生积极 

发现商机并将创业设想成功变为现实是高校创业 

教育的重要内容。创业大学生应具备什么样的创业 

能力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1989) 
认为创业人员应该具备创造力和创造精神、学习能 

力、技术能力、团队协作精神、解决问题能力、信 

息收集能力、敏锐的洞察力等。陈秀珍等（2007) 
认为创业能力由创业认知能力、创业自主能力、专 

业职业能力、创业竟聘能力、社会能力组成。综合 

国内外现有文献来看，大学生创业能力主要包括机 

会识别能力、关系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学 

习能力、承诺能力、战略决策能力等方面的因素。 

为探究当前大学生创业能力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 

教育对策，笔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江苏某高校 

在校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大学生创业能力发展现状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己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 

创业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解决就业的途径。党的十七 

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 

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鼓 

励大学生积极进行创业，各高校纷纷响应，采取开 

设创业教育课程，设立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等多方 

面措施，努力提高大学生创业兴趣和能力，帮助大 

学生进行创业。大学生创业能力现状如何呢？本研 

究采用自编《大学生创业能力问卷》，对 14 年级在 

校大学生随机进行了调查，共发放问卷 550份，收 

回有效问卷 501 份（剔除部分信息不全或有明显敷 

衍迹象的样本），有效率  92%。该问卷包括机会识 

别能力、关系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 

力、承诺能力、战略决策能力  7 个因子，共  26 个 

题目，经预测证明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每个题 

目从最符合到最不符合在 7 点量表上作唯一选择， 

从 1 至 7 评分，最不符合记作 1 分，最符合记作 7 
分，中位数为 4 分。问卷总分最高分为为 182，最 

低分为  26 分，中位数为  104 分，比中位数高一个 

等级得分为 145 分，如果得分超过中位数可以认为 

其创业能力趋于正向，得分越高，说明创业能力越 

强。调查结果统计显示，大学生创业能力总体得分 

为  128.55±21.493，超过了中位数，但却低于  145 
分， 如果用百分制来衡量， 也仅仅是处于及格水平。 

说明大学生的创业能力总体趋于正向，但整体上却 

并不太强，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在创业能力各因子 

得分上，大学生的机会识别能力得分最低（19.11 
±4.009），其次是管理能力和关系能力，学习能力 

得分则相对较高（20.49±3.723），说明大学生还需 

要进一步提升机会识别能力、管理能力和关系能 

力，而这对于创业者和企业管理者来说，这恰恰是 

最重要的。 

二、大学生情绪智力对创业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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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智力是一种认识情绪意义及其关系的能 

力、利用知识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使用情绪 

促进认知活动的能力，有学者研究认为情绪智力对 

个体事业发展有决定性作用 [2] 。大学生创业是成就 

一番事业的起点，情绪智力对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形 

成和发展必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本研究采用了 

情 绪 智 力 量 表 （ Wong  and  Law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WLEIS），探析了情绪智力对大 

学生创业能力的影响力。以中位数为界，把大学生 

分为情绪智力得分高分组和低分组，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的方法，结果证明情绪智力高分组创业能力 

（156.00±22.566）和低分组创业能力（127.76± 
20.959）在显著差异（P<.01）。使用一元线性回归 

的方式，就情绪智力对创业能力及各维度的预测作 

用进行分析（见表 2），结果显示，大学生情绪智力 

对创业能力有很高的预测力，解释了创业能力的 
50.1%的变异，F(1，498)=500.499，P<.000，情绪 

智力对创业能力的拟合结果为：y=39.677+1.105x。 

情绪智力也能较好的预测创业能力的各个维度，分 

别能解释机会识别能力  31.2%的变异（F(1， 
498)=226.332，P<.000），解释关系能力  31.4%%的 

变异（F(1，498)=228.150，P<.000），解释管理能力 
38.8%%的变异（F(1，498)=315.966，P<.000），解 

释创新能力  41.8%的变异（F(1，498)=357.513， 
P<.000），解释学习能力  38%的变异（ F(1， 
498)=305.738，P<.000），解释承诺能力 37%的变异 

（F(1， 498)=292.528， P<.000）， 解释战略能力 28.8% 
的变异（F(1，498)=201.923，P<.000）。 

Goleman（2011）在综合比较与领导能力相关 

的特质，如智力、技术、果断和有远见等后，他指 

出最有效的领导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 

具有高情绪智力。情绪智力是领导能力的必备条件 

和因素，一个没有情绪智力的人，即使进行再多的 

学习和培训，他也很难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大量 

的研究也证明，情绪智力对于个体的认知智力和决 

策行为 [3,4] 、领导力 [5] 和领导绩效 [6] 有显著影响。创 

业者首先应该是位领导者和管理者，因此，情绪智 

力对于创业大学生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必须 

引起教育者尤其是创业教育的重视。 

三、基于情绪智力视角的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 

途径 

（1）开设情绪管理方面的课程，转变教育理 

念：从单一重视创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转变为情绪 

智力和知识、技能培养并重。近年来，国内大多数 

高校都开展了创业教育，很多高校还成立了类似学 

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这样的行政机构。但是创业教 

育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开设创业讲座等形式对学生 

就业能力、创业技能层面的培养。现有的高校创业 

教育尚停留在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或者就业指导 

课的浅层次层面，即使是有针对性开设了一些创新 

实践课程，也通常忽略了对大学生情绪能力的教 

育。这样的教育理念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拥有较 

强创业能力，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企业领导者的要 

求相去甚远，狭隘地理解和执行了创业教育的题中 

应有之义。大学生创业者应该具备较高的战略目 

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营销能力和决策能力， 

而情绪智力对上述种种能力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和 

解释力。因此，高校创业教育应该及时转变教育理 

念， 在创业教育过程中， 开设情绪管理方面的课程， 

实现情绪智力培养和知识、技能传播并重。 

（2）开展团队创业教育，在团队互动中提高 

学生情绪智力和创业能力。团队创业教育是以团队 

形式开展教学，新学员进来后将根据爱好组成不同 

团队，每个团队也是一个学习共同体。每个团队在 

一起学习，他们要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并自我管 

理小组学习。团队创业教育构成了大学生创业的实 

践共同体，有利于集体隐性知识的掌握，能加速大 

学生创业能力的形成。在团队创业教育过程中，每 

个学生要与其他成员协商形成学习计划，加深了相 

互了解和信任，无形中可以提高学生的情绪智力， 

从而提高人际关系、组织协调和领导方面的能力。 

团队创业教育可以分不同阶段进行实施，在不同阶 

段学生和老师的角色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在学习初 

期，大学生学员的角色主要是观察者，主要任务是 

参与团队工作和学习创业基础知识，这时教师的作 

用主要是指导。在学习第二阶段，大学生学员便进 

入创业实验阶段，是创业的主要模拟实施者，教师 

便成了问题或“麻烦”的制造者，有针对性的提出 

提出各种实际问题，并和学生们共同探讨解决方 

案，学生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创业团队和协调团队工 

作。 在创业实验之后， 便进入专业策划和指导阶段， 

学员成了创业“专家”和“成果生产者” ，要应对 

各种各样消费者并处理多种关系，在实践过程中不 

断进行创新，教师成为创业所需资源提供者和顾 

问。在一系列团队创业教育之后，大学生学员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获取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学会了与 

各式各样的人相处和交往，情绪智力和创业能力均 

得到大大提高，有利于提高创业的成功率。 

（3）改革教学方式，由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 

转变为“对话讨论教学” ， 在对话交（下转 9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