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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与高达 30%的美国大学生创业比例相比，我国大学生 3%的创业比例还是明显偏低，其主要原因在于大

学生的创业胜任力不足。以创业胜任力为研究出发点，通过对广州大学学生创业胜任力的现状调查和分析，发现

在校大学生的专业背景、所处年级以及对创业的认知程度不同，其创业胜任力存在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从专

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构建多阶段递进式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创新创业课程教学方式、加强创新创

业实践以及营造校园创新创业氛围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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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入推进，

大学生自主创业意识明显增强，涌现出一批在校大

学生成功创业的先进典型。中国社科院《2017 年中

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每年大学生创业人数超

过 20 万人，2017 年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为

2.9%，与 2016 届和 2015 届 3.0%的创业比例基本持

平，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呈现平稳态势。而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大学生自主创业比例高达 30%

以上，超过 90%的大学生认为创业是一项令人尊敬

的工作[1]。 

与高达 30%的美国大学生创业平均比例相比，

我国大学生 3%的创业比例明显偏低，其主要原因

在于大学生的创业胜任力不足，而高校开展创新创

业教育则是提升大学生创业胜任力的有效途径。

Colin Jones 和 Jack English 指出创业教育是提供学

生认知创业机会能力的一种教育过程，使其具备创

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

思维、创业技能等各种创业综合素质[2]。本文以创

业胜任力为出发点，通过调查广州大学学生创业胜

任力的现状并进行组间对比分析，试图探寻提升大

学生创业胜任力的有效途径和措施，使高校的创新

创业教育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创业胜任力研究文献回顾 

(一) 创业胜任力的内涵 

胜任力概念最早来自人力资本理论，是由美国

组织行为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DavidꞏCꞏMcClelland

于 1973 年提出，它是个体知识、技能、能力和特质

的总称，直接影响个体在组织中的工作绩效。1994

年，Chandler 和 Hanks 首次将胜任力概念引入到创

业研究中，提出了创业胜任力概念，并把它定义为

识别、预见并利用机会的能力。创业胜任力是创业

的核心能力，会随着创业者对市场的熟悉程度加强

而不断加强[3]。彭志武认为创业胜任力指标可由创

业知识、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三个维度构成，三者

相互影响并相互融合[4]。 

(二) 创业胜任力的研究视角 

    对于创业胜任力的研究视角可归纳为特质论、

情境观和过程观三种研究视角。其中，特质论视角

的创业胜任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成功创业者所具

备的特有素质和能力。如 Markman 和 Baron 认为，

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机会识别能力、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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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等与创业条件匹配度越高，创业者越有可

能创业成功[5]。情境观视角的研究者则认为，动态

变化的创业情境会对创业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如

Man 和 Lau 对中国香港 IT 服务业和批发贸易业的

创业胜任力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 IT 服务业创业

需要更高的创新能力、战略能力和学习能力[6]；

Muzychenko 等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创业者应具

备良好的跨文化胜任力和全球视野[7]。过程观视角

的研究者则认为，创业者要在创业的不同阶段具备

完成不同角色任务所需的创业胜任力。如木志荣把

机会、资源和团队三个内核要素与创业的不同阶段

和影响创业过程的因素综合在一起，在 Timmons

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学生创业过程模式及创业

胜任力模型[8]；杨艳和陈亮也认为创业胜任力在创

业准备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对胜任力特征要

求不同[9]。 

(三) 大学生创业胜任力模型的构建 

对于大学生创业胜任力模型的研究，目前大多

数学者都是从创业知识、创业素质和创业技能三个

维度，对大学生创业胜任力模型进行构建。也有一

些学者在以上三个维度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和补

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冯华以香港学者 Man 提出

的创业胜任力六个维度为主要依据，构建了包括机

会胜任、关系胜任、概念胜任、组织胜任、战略胜

任、承诺胜任、情绪胜任和学习胜任八个维度的大

学生创业胜任力模型[10]。杨景峰通过实证性的探索

研究，构建了包括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心理承受

力、自我反省与学习、人脉搭建与维护、商业洞察

力六个方面的大学生创业者的胜任特征模型[11]。柏

群等通过实证分析，构建了包括逆商、情商、智商

三个维度的大学生创业胜任力模型[12]。吴秋雨和王

凯琪以经典的素质冰山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包含外

显特征和内隐特征的大学生创业胜任力模型[13]。张

晓星等认为大学生的创业胜任力包括创业知识、行

为技能、自我及社会认知、人格特质和心理品质五

个维度[14]。刘巍认为大学生创业胜任力由机会感知

能力、资源配置能力、社交网络能力以及心理抗逆

能力四个维度构成[15]。 

三、广州大学学生创业胜任力现状调查及分析 

(一) 调查方法 

本文以广州大学为例，对广州大学学生的创业

胜任力现状进行问卷调查。正式的问卷包括两部分

内容，第一部分是被测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

所处年级、所在学院和对创业的认知程度四个控制

变量，其中对创业的认知程度从低到高分为“完全

不了解”“不太了解”“比较了解”和“了解”，对

其分别赋值 1、2、3、4 分，分数越高代表越了解

创业；第二部分是对大学生创业胜任力现状进行调

查，借鉴了较为成熟的杨景峰的“大学生创业者胜

任特征量表”，该量表共计 34 题，分为创业意识(11

题)、创业精神(9 题)、心理承受力(4 题)、人脉搭建

和维护(4 题)、自我学习与反省(4 题)和商业洞察力

(2 题)六个维度。第二部分的量表采取李克特五点量

表法，即 1 表示非常不符合，3 表示一般，5 表示

非常符合。 

调查采取滚雪球的形式，通过微信、QQ 和邮

件等形式由研究小组成员向身边熟悉的同学进行

发放，再经由他们向自己身边同学发放的形式收集

问卷。调研时间为 2018 年 6 月初至 7 月中旬，共

计回收问卷 477 份，剔除 3 份无效问卷，有效问卷

474 份，问卷回收率为 99.4%。有效问卷中男性 124

人，占比 26.2%，女性 350 人，占比 73.8%；年级

分布为大一 79 人(16.7%)、大二 158 人(33.3%)、大

三 181 人(38.2%)和大四 56 人(11.8%)；学院分布按

照类别划分为商科类学院(包括工商管理学院和经

济与统计学院)，其他文科类学院(主要包括人文、

教育、法学、马克思主义等学院)，理工类学院(主

要包括化学、计算机、土木、机电等学院)以及艺体

类学院(音乐舞蹈、体育等学院)。回收的有效问卷

来自商科类学院的同学有 260 人(54.9%)、其他文科

类学院 110 人(23.2%)、理工类学院 76 人(16%)、艺

体类学院 28 人(5.9%)。 

(二) 问卷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借助 Amos17.0 软件对问卷中的量表进

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发现，模型的拟合情况不甚理

想 (CFI=0.791 、 CMIN/DF=3.781 、 RMR=0.912 、

RMESEA=1.032)，在对模型进行修正后，分别删去

“创业意识”维度 2 题、“创业精神”维度 2 题和

“心理承受力”维度 2 个问题选项后，模型的拟合

达到了较为满意的标准。如表 1 所示，虽然个别指

标并没有符合相关要求，但绝大多数指标均符合拟

合标准，因此本研究认为修正后的量表具有良好的

结构效度。接着，利用 SPSS22.0 软件对量表的整

体和各个维度的信度进行了测量，其结果如表 2 所

示：量表整体信度为 0.905，其下属六个维度的信

度均大于 0.7，因此证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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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修正后的模型拟合指标 

 CFI CMIN/DF RMR TLI IFI RMSEA 

拟合标准 ＞0.900 ＜3.000 ＜0.080 ＞0.900 ＞0.900 ＜0.080 

创业胜任力模型 0.904 2.459 0.048 0.895 0.905 0.056 

 

表 2  量表的信度分析 

量表名称 维度 题数 信度 

大学生创业胜任力 

创业意识 9 0.774 

0.905 

(整体) 

创业精神 7 0.788 

心理承受力 2 0.712 

人脉搭建与维护 4 0.711 

自我学习与反省 4 0.708 

商业洞察力 2 0.854 

 

(三) 数据分析 

为了发现究竟何种外部因素会影响大学生个

体的创业胜任力，本研究首先进行相关分析，即分

析四个控制变量与大学生创业胜任力间的相关关

系。其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在整体维度方面，个

体的性别、年级和对创业的了解程度与其个人的创

业胜任力相关；在各维度上，所在学院和个体的“创 

 

表 3  相关性分析(整体) 

 
所在 

学院 
性别 

所处 

年级 

对创业的 

了解 

胜任力 

整体 

所在学院 1     

性别 0.032 1    

所处年级 0.032 −0.011 1   

对创业的了解 −0.067 −0.206** 0.000 1  

胜任力整体 −0.050 −0.185** 0.146** 0.341** 1 

**.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业意识”和“商业洞察力”维度相关，所处年级和

“创业意识”“创业精神”以及“自我学习和反省”

三个维度相关；而对创业的了解程度，和大学生创

业胜任力下属的所有维度相关。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之上，本研究利用 SPSS22.0

软件，利用单因素分析法对各控制变量对大学生创

业胜任力及其下属各维度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 

1. 专业间的差异分析 

在不同专业层面，通过描述性统计可知，创业

胜任力水平最高的是商科学生(3.392±0.474)，最低

为艺体类学生(3.260±0.338)。通过单因素 ANOVA

分析可知，“创业意识”和“商业洞察力”两个维

度组间差异显著(显著性创业意识 P=0.000，商业洞

察力 P=0.007，两者 P＜0.05)，在其他维度的差异

并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明确专业的不同究竟会给大学生

的创业胜任力产生何种影响，本研究在上述基础之

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比较和分析。由于方差齐性检验

结果不显著，故通过 LSD 方式比较这两个维度并分

析最终结果，通过比较整理后的表 4 可知，在创业

意识和商业洞察力两个维度上，商科类专业学生的

创业意识和商业洞察力显著好于其他类文科专业

学生(与理工科、艺体类学生的差异不显著)。由此

可见，通过专业的学习，商科类大学生在创业意识、

商业洞察力方面确实具有较其他文科专业学生更

明显的优势。其原因和商科学院注重创业教育、具

有较为完备的创业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机会不无

相关。 

2. 不同年级间的差异分析 

在年级层面上，通过描述统计可知，创业胜任

力水平最高的是大四学生(3.573±0.523)，最低值为 

 

表 4  多重比较(专业) 

LSD        

因变量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创业意识 商科类学院 

文科类学院  0.225 14* 0.063 19 0.000  0.101 0 0.349 3 

理工科学院 0.063 65 0.072 44 0.380 −0.078 7 0.206 0 

艺体类学院 0.291 51 0.212 78 0.171 −0.126 6 0.709 6 

商业洞察力 商科类学院 

文科类学院  0.186 89* 0.088 91 0.036  0.012 2 0.361 6 

理工科学院 −0.010 12 0.101 93 0.921 −0.210 4 0.190 2 

艺体类学院  0.009 62 0.299 39 0.974 −0.578 7 0.597 9 

*.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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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的学生 (3.248±0.431)。本研究通过单因素

ANOVA 分析可知，“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心理

承受力”和“自我学习和反省”四个维度间的差异

显著(显著性创业意识 P=0.001，创业精神 P=0.012，

心理承受力 P=0.01，自我学习与反省 P=0.031，  

P＜0.05)，而在其他维度的差异并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明确被调研者学年的不同究竟会

给大学生的创业胜任力产生何种影响，本研究进行

了进一步的比较和分析。由于方差齐性检验结果不

显著，故通过 LSD 方式比较这四个维度并分析最终

结果。其整理后的结果如表 5 所示。 

在“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和“心理承受力”

三个维度，大四学生的数值均显著好于大一、大二

和大三的学生(大一、大二和大三学生间的数值存在

差异，但大部分并不显著)，说明大四学生相对于低

年级学生具有更出色的创业意识、更强烈的创业精

神和更为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其原因在于作为已经

半只脚踏入社会的大四学子，他们比低年级同学更

为直接接触社会，经过一系列洗礼和锻炼之后，对

于创业的意识和相关能力将会更为清晰和增强。 

在“自我学习与反省”维度，大一学生的数值

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三个年级的数值水平(其他三个

年级间的数值存在差异，但大部分并不显著)，说明

作为刚刚进入大学不满一年的大一学生而言，对于

创业知识的学习和反思能力还处于较为薄弱的阶

段，在此阶段校方应该更为主动地安排相关课程以

引导大一同学们感知和了解创业的各个方面。 

3. 对创业的不同认知程度所产生的差异分析 

在对创业不同认知层面，本研究通过单因素

ANOVA 分析发现，“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心理

承受力”“人脉搭建与维护”和“商业洞察力”五

个维度间的差异显著(显著性 P 均小于 0.05)，而在

其他维度的差异并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明确被调研者对创业活动认知的

不同究竟会给大学生的创业胜任力产生何种影响，

本研究进行了进一步的比较和分析。由于方差齐性

检验结果不显著，故通过 LSD 方式比较这五个维度

并分析最终结果，其整理后的结果如表 6 所示。 

对创业活动完全不了解的被调研者，其“创业

意识”“创业精神”和“商业洞察力”等方面的能

力显著弱于其他认知水平的群体(其他群体间存在

差异，但部分差异并不显著)。说明对创业活动一无

所知的个体，其创业胜任力往往也处于一个较低的

水平，为了进一步提升当代在校大学生创业胜任

力，校方应该增进同学们对创业相关内容的理解，

有针对性地开设相关课程让同学们了解创业、接触

创业，这些学习对于其增强创业胜任力，在毕业后

的创业活动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表 5  多重比较(年级) 

LSD        

因变量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创业意识 大四 

大一 0.339 01* 0.096 74 0.001  0.148 9  0.529 1 

大二 0.313 69* 0.086 12 0.000  0.144 5  0.482 9 

大三 0.308 84* 0.084 68 0.000  0.142 4  0.475 2 

创业精神 大四 

大一 0.362 34* 0.111 33 0.001  0.143 6  0.581 1 

大二 0.244 80* 0.099 12 0.014  0.050 0  0.439 6 

大三 0.262 13* 0.097 45 0.007  0.070 6  0.453 6 

心理承受力 大四 

大一 0.467 56* 0.123 21 0.000  0.225 5  0.709 7 

大二 0.344 15* 0.109 69 0.002  0.128 6  0.559 7 

大三 0.396 75* 0.107 85 0.000  0.184 8  0.608 7 

自我学习与反省 大一 

大二 −0.229 43* 0.097 47 0.019 −0.421 0 −0.037 9 

大三 −0.212 41* 0.095 38 0.026 −0.399 8 −0.025 0 

大四 −0.344 71* 0.123 57 0.005 −0.587 5 −0.101 9 

*.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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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多重比较(了解程度) 

LSD        

因变量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创业意识 完全不了解 

不是太了解 −0.427 77* 0.049 61 0.000 −0.525 3 −0.330 3 

比较了解 −0.744 55* 0.134 78 0.000 −1.009 4 −0.479 7 

了解 −0.737 60* 0.367 14 0.045 −1.459 0 −0.016 2 

创业精神 完全不了解 

不是太了解 −0.254 76* 0.060 02 0.000 −0.372 7 −0.136 8 

比较了解 −0.632 06* 0.163 05 0.000 −0.952 5 −0.311 7 

了解 −1.042 78* 0.444 15 0.019 −1.915 5 −0.170 0 

心理承受力 完全不了解 

不是太了解 −0.316 93* 0.066 79 0.000 −0.448 2 −0.185 7 

比较了解 −0.681 85* 0.181 43 0.000 −1.038 4 −0.325 3 

了解 −0.744 35 0.494 21 0.133 −1.715 5  0.226 8 

人脉搭建与维护 完全不了解 

不是太了解 −0.213 99* 0.050 66 0.000 −0.313 5 −0.114 4 

比较了解 −0.341 45* 0.137 63 0.013 −0.611 9 −0.071 0 

了解 −0.278 95 0.374 90 0.457 −1.015 6  0.457 7 

商业洞察力 完全不了解 

不是太了解 −0.291 54* 0.073 04 0.000 −0.435 1 −0.148 0 

比较了解 −0.916 31* 0.198 44 0.000 −1.306 3 −0.526 4 

了解 −1.228 81* 0.540 53 0.023 −2.291 0 −0.166 7 

*.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四、基于创业胜任力培养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实施策略 

创业胜任力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需要逐步培养

和发展起来的。根据对广州大学学生创业胜任力调

查分析，提出以下实施策略。 

(一) 加强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 

通过前面的调查分析发现，在创业意识和商业

洞察力两个维度，商科类学生显著好于其他专业学

生，这是因为商科类大学生作为最接近创业教育的

群体，不仅具有较强的创业意识和创业激情，而且

拥有更加系统全面的商务管理知识和实践经验；同

时，相比其他学科，选读商科类专业的学生，有更

多的人是怀着成为企业家的梦想的，因而具有更为

强烈的创业意愿。 

尽管商科学生具有一定的创业优势，但据美国

一项对创业企业 CEO 的统计发现，商科并不是输

出 CEO 最多的专业。相反，输出 CEO 最多的专业

是电子工程专业和计算机科学专业。调查发现，

CEO 们基本都是理工科出身，因为好的产品和技

术、精通工程或科学知识更能帮助 CEO 创新项目

和解决问题[2]。由此可见，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

不能仅仅只是局限于少数的商科类专业学生，而应

该向更多的非商科专业学生普及，尤其是理工科专

业的学生对于创业知识和技能的需求会更为迫切，

这就要求高校积极推动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

度融合，鼓励更多的非商科类学院教师投入到创新

创业教育中来，各专业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将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纳入人才培养目标当中，并在人

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中得以落实。 

    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融合是一种贯穿专业

教育全过程的融合，这种融合不是专业技能的融

合，而是思维和方法的融合，是教育的融合。要求

创业教育要借助一定的专业实践活动，同时专业教

育不能只是教专业和技能，要回归到人的创造力培

养和心智的塑造。在思维层面，需要帮助学生形成

创业思维，即快速行动、在失败中学习和反思、然

后不断提升。在方法层面，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都

注重探索和发现问题并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把

想法变成现实[16]。 

(二)构建分阶段递进式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在前面的调查分析中发现，不同年级学生在

“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心理承受力”和“自我

学习与反省”四个维度差异显著。说明处于大学不

同年级的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需求和特点是不

同的。因此，高校在创新创业课程设置方面应考虑

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根据不同阶段的人才培养目

标，构建分阶段递进式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可将创

新创业教育划分为普及型通识创业教育、深度型专

业创业教育和精英型定制创业教育三个阶段[17]。具

体分析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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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高校创新创业课程设置 

阶段名称 学生年级 培养目标 课程类型 主要开设课程 

普及型通识创

业教育 

大学一、二年

级学生 

输送创新意识、培养创业精神、明确

学习动机、启发创业思维 

通识类必修、选修课

程 

“创业基础”“创新思维与创业精神”“创业者

素质测评”“创业团队组建与管理”“创业机会

的发现与识别”等 

深度型专业创

业教育 

大学三、四年

级学生 

培养具有良好创新创业能力的专业应

用型人才 
创业+专业选修课程 

“战略与商业机会” “商业计划书撰写” “创

业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创业企业与融资”“初

创企业管理”等 

精英型定制创

业教育 

大学高年级

学生 

培养一批真正具备创新创业意识、精

神和技能的高素质综合性创业人才 

定制化小班教学课

程 

“商业计划书撰写”“试办小型公司”“创新创

业实训”“精益创业”“战略创业”等 

 

首先，在大学低年级开展普及型通识创业教

育。高校可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如“创业基础”“创

新思维与创业精神”等能够唤起新生创业热情的创

业通识类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

明确学习动机，启发创新创业思维。在大学二年级

开设“创业者素质测评”“创业团队组建与管理”“创

业机会的发现与识别”等通识类选修课程，教会大

学生如何遴选创业合作者、组建团队以及如何发现

和识别创业机会。 

其次，到大学中高年级，可结合学生所学专业，

开展深度专业型创业教育。采用创业教育与专业教

育相融合的方式，根据各专业特点设置针对性较强

的“创业+专业”教育选修课程，并注重学科交叉，

在教学过程中适时增加本专业热点和前沿问题的

创新性探讨、专业领域创业案例分析等。通过专业

型创业教育旨在培养具有良好创新创业能力的专

业应用型人才，能够让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充

分利用自己的专业领域知识，提高创业机会的识别

和捕捉能力，把握时机进行创业[18]。这一阶段主要

是教会大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基础上，如何发现与专

业相关的创新创业机会、整合和利用创业资源，可

开设“战略与商业机会”“商业计划书撰写”“创业

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创业企业与融资”“初创企业

管理”等选修课程，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创业所需

要的经营管理及商务知识。 

最后，到大学高年级阶段，对于部分已有明确

创业意向的学生可采用精英定制型创业教育。可依

据学生自身的创业偏好及潜质，选拔出一批具备较

强创业意识和较高创业素质的人才进行定制化教

学。为每位学生或每个创业团队配备一名创业导师

和一名专业导师，充分满足学生对专业能力和实践

创业能力提升的需求；鼓励学生建立创业团队进行

真实创业，导师跟踪教学和指导。通过这种定制化

的精英型创业教育方式，培养一批真正具备创新创

业意识、精神和技能的高素质综合性创业人才。 

(三) 改进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教学方式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不仅需要将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还需

要将创新创业教育的新方法引入到传统的专业教

育课堂中来。传统的教学法是以知识讲授为主的灌

输式教学，就像教师带着一桶水来到课堂进行灌

水，每个学生的接受能力不一样，得到的灌输也不

一样；基于创新创业思维的教学法则认为，所有人

都带着一滴水来到课堂，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合作

学习，最后大家都收获了超过一桶水的知识和  

技能[16]。 

在分阶段递进式创新创业课程教学过程中，教

师需要根据不同的课程性质、授课对象以及课程内

容，不断创新课程教学方式，以提高教学的实用性

和有效性。 

在普及型通识类创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由于

授课对象的专业背景、所在年级不同，要求授课教

师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要精心准备，既要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还要适时引入案例分享，让学生感

受身边的创业故事。在教学方式上，教师应更多地

采用体验式教学来提高学生的课堂积极性。比如通

过游戏法让学生体验管理思维与创业思维的不同，

通过头脑风暴的活动让学生体验创新思维；引入创

业企业高管为学生开展创业讲座，让学生更真实地

接触创业。 

在开展深度型专业创业课程教学时，可结合专

业课程教授创业必备的理论知识；在专业课程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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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中既要深化专业知识学习，又要注重启发学

生对所学专业的创新性探索。设置一些创新性要求

较高、具有一定挑战性的课程作业，鼓励学生走出

学校，走进企业参观学习。 

在开展精英型定制化创业教育阶段，由于学生

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知识，所以此阶

段应以提高学生的创业技能和素质为主要目标，可

根据学生的创业意愿和实际需求，采用模块化和定

制化的创业教育，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四) 加强创新创业实践教学 

创业胜任力中创业素质和技能的培养不能仅

依靠创业知识的学习，还需要结合创业实践活动。

目前，多数高校开展创业教育仍以传授“理论知识”

为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仍以参加学校各

级创新创业大赛为主要形式，创业实践教学方式单

一，难以培养出创业综合型人才。 

创业实践教学形式多样，高校可结合自身实际

条件，根据学生不同的专业背景和所处的创业教育

阶段，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活

动。例如针对低年级学生，处于普及型通识创业教

育阶段，可开展以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的课堂案例分

享和讨论，提升学生收集信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通过举办创业讲座以提高学生的创业意

识，激发学生的创业兴趣和创业热情；通过军事训

练和团队拓展训练以提高学生的团队沟通与合作

能力。 

在深度型专业创业教育阶段，对于已接受过相

关创业基础知识培训的学生，可以开展创业企业参

观、和创业企业家面对面交流等活动以获取创业经

验，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企业经营管理中需要面对

的问题；结合专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专业实践中

理解创新创业思维，寻找和发现创业机会；鼓励教

师将自己的科研课题或科研成果转化为创业项目，

供学生训练和实践。通过专业实践与创业实践的高

度融合，更好地推动创业教育的落地。 

在精英型定制化创业教育阶段，可开展创业模

拟实训，让学生在行动中学习，从寻找创业机会开

始，到组建创业团队、制定创业计划、进行创业融

资和创业企业管理，体验创业的全过程。聘请企业

管理人员作为兼职创业导师，对学生的创业实践提

供指导和帮助。 

同时，高校还可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

活动，鼓励大学生参加各种创新创业大赛；建设综

合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基地、大学生创新创业中

心、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园，为学生开展创业训练

与实践搭建支撑服务平台。 

(五) 营造校园创新创业文化氛围 

在调查分析中还发现，对创业认识不同的个

体，其创业胜任力的五个维度也存在显著差异。目

前国内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不强，甚至存在一

些误区。如部分人认为创业是差生的事，只有找不

到工作的人才会考虑创业；受应试教育观念影响，

很多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缺乏创新性思考；同时，

由于大学生创业失败率非常高，社会大众对大学生

创业的期望值较低，很多学生家长往往只希望孩子

在大学毕业后找份稳定工作，不鼓励甚至反对子女

创业[17]。因此营造良好的校园创新创业文化氛围，

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接触创业、了解创业，也是提升

大学生创业胜任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推进高校校园创业文化氛围的建设，可从以下

几个方面展开。第一，成立大学生创业社团或创业

者俱乐部。高校应鼓励支持创新创业类社团发展，

并加强指导，使其规范化、专业化。第二，开展创

业教育课外活动。积极推进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

融合，将社团活动、假期社会实践活动与创新创业

教育融合，营造人人创新、争相创业的良好校园文

化氛围。可以组织大学生参观优秀的创业企业，也

可以在学校定期举办创业论坛，邀请成功创业人

士、企业高管和创业研究专家开讲，让学生近距离

接触企业家，切身感受创业文化。第三，积极举办

各类创新创业大赛，鼓励学生跨专业、跨领域组队

比赛，让学生在比赛中激发自身的创新创业意识。

第四，加大创新创业宣传力度。利用网络媒体和宣

传栏在校园中推广宣传校友和学生中的创业典型

人物，介绍创业政策。 

五、结语 

高校是创新创业教育的主阵地，通过对广州大

学学生创业胜任力的现状调查和分析，发现大学生

的创业胜任力现状与社会需要之间还存在一定差

距，学生的专业背景、所处年级以及对创业的认知

程度不同，其创业胜任力存在显著差异。以大学生

创业胜任力为研究视角，从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的

深度融合、构建多阶段递进式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改革创新创业课程教学方式、加强创新创业实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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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营造校园创新创业氛围五个方面提出了改进措

施。高校只有不断改进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找准发

力点，精准施策，才能切实有效地培养大学生的创

新创业能力，提升其创业胜任力，为实现国家的伟

大复兴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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