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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在开展创业过程中存在着创新意识不足、抗压能力较低、创业意志力涣散等问题。

积极心理学融入大学生创业心理健康教育，是以激发人的潜在能力、提升个体内在幸福感和快乐指数为目标，结

合大学生自身实际和心理特点，发挥积极心理学的正面引导和激励作用，找准心理健康教育和创业教育的有效结

合点，探索高校创业心理健康教育策略，有效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提升大学生创业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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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大学生创业

有效缓解了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问题，

“大众创业”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态势[1]。

2018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推动大众创业向更

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推进。新时代，党和

国家对于高校创业教育提出新的要求，作为创业教

育的高地，高校肩负着为社会培养和输送具有“双

创”精神建设者的重要职责，在促进学生全面成长

成才、推进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社会现代化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大学生群体正在创业的

风口，既面临着较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极大的

风险挑战，大众创业背景下，应充分发挥积极心理

学优势，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以构

建积极向上的创业教育支持体系，为促进高校“双

创”教育改革升级奠定基础。 

一、积极心理学内涵及其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中的应用 

(一) 积极心理学内涵 

积极心理学兴起于 20 世纪末，是对传统心理

学领域的一次革新，其心理学渊源是人本心理学和

存在心理学，相对于传统心理学以消极、病态研究

为主的思路，积极心理学注重于研究和培养人类积

极的心理品质和美德，是一门以激发人的潜在能

力、提升个体内在幸福感和快乐指数为目标的科

学，其将传统心理学研究视点转变为对人性、社会

的关注。有学者认为，积极心理学主要强调三点：

第一是实现心理学的价值平衡，第二是强调个体的

积极力量，第三是对问题进行积极解释[2]。积极心

理学基于主体的主观提升和改变，引导主体主动发

现、挖掘自我的潜能和价值，通过不断完善自我，

消除负面情绪，提升自身的存在感、价值感和幸福

感。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是多层面的，其应用范围和

领域正不断拓宽，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开展。 

(二) 积极心理学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

应用 

从人的全面发展视角来看，积极心理学在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第一，提升

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促进教育目标从基

于消极心理问题的心理健康教育转变为挖掘每一

名学生的积极心理力量研究，从防范、治疗个体行

为、情绪等心理疾病转变为激发个体潜能、完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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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增强幸福感。第二，促进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内容和方式的变化。当前大学校园里的心理健康

教育普遍还是以心理健康课程、讲座、咨询为主，

积极心理学的应用拓展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外延，使

得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同时教

育手段不断创新，如结合大学生成长的需求和实

际，引入了素质拓展、团队建设等多样化的形式。

第三，促进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全程化进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不再是只针对特定时期如心

理健康月、心理健康日开展的健康普及教育活动，

或是大学生出现心理危机时的应急产物，而是逐渐

发展成为贯穿学生成长的一项基础性教育。 

    二、创业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分析以及心理健康

教育现状 

    (一) 创业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分析 

    2019 年海尔创客实验室联合全国部分高校发

布的《2018 年大学生创业意愿调研报告》显示，近

七成大学生都考虑过创业，并且在校生年纪越小的

创业意愿越强，说明在学生刚进入大学时有较强的

创业欲望，但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发

布的《就业蓝皮书：2019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显示，2018 届大学生自主创业比例仅为 2.7%，2015

届毕业即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中，三年后仍自主

创业的人数为 44.8%，意味着三年创业存活率    

为 44.8%。 

通过文献整理和数据统计发现，大学生在创业

起步期有着较为强烈的创业欲望和信心，但经过大

学知识学习和创业实践后，创业意愿反而大大降

低。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在经过知识积累和创

业实践之后，部分同学对自身的职业规划重新审视

和理性认识，根据自身的能力与创业的匹配度对自

身的职业发展进行了调整。另一方面，在面临创业

压力之后，部分同学在心理方面没有得到很好的引

导和调适，出现了创业动力不足、抗压能力降低、

创业意志力涣散等问题，甚至部分大学生在面临创

业失败的情况下，出现认知障碍、情绪障碍、意志

行为障碍等心理问题。因此，高校应加强对“双创”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视，通过开展正面、积

极、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改善现状。 

(二) 创业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创业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是在复杂的环境和

个体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既与大学生个体的主

观因素有关，也同环境、载体等客观因素相关。 

第一，从大学生主体因素分析。有研究显示，

高校大学生群体是各类心理问题的易感群体，其偏

执、抑郁和敌对因子得分高于全国成人常模[3]。当

代大学生多为 95 后甚至 00 后，这一代大学生大部

分自主意识较强，思想较为独立，他们正处在青少

年到成年的过渡期，其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都

尚未定型，心理成熟度较低、自我认知能力较差，

同时由于网络的发展和影响，他们往往过于依赖网

络和手机，他们对虚无的理想世界充满热情，而在

现实生活中对自我潜力挖掘和激发不够，面对创业

过于理想化，在面对压力和挫折时，承受能力较弱，

在面临创业“瓶颈”时，容易出现逃避、偏激、冷

漠等不良情绪，易于遭受创业上的失败，并带来心

理上的困惑。 

第二，从环境客体因素分析。一方面，经济的

发展转型对于创业大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正从重视速度

向重视质量转变，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传统

产业正向新兴产业过渡。在此背景下，大学生创业

应聚焦于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需求，以此为动

力研发出原始创新成果，并不断促使市场转化。这

对大学生创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产生了更大的

压力，学生在创业项目启动初期，就要有一定的选

择和判断能力，找准方向和领域，提升创业项目的

科技含量。 

另一方面，创业政策和创业环境对大学生也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前即使是在江浙粤等经济发达

地区，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也仅在 5%左右，创业

对于大部分大学生来说是“十年磨一剑”，周期长、

见效慢，从开始创业到最终取得成果，存在着一段

较为漫长的反馈时间，同时部分学校、部分地区的

创业平台建设不足、配套政策落实不到位等因素，

都会对大学生心理会造成一定的波动。 

(三) 创业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

问题 

2015 年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

高等学校创新创业与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提出

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健全

创新创业课程体系等深化创新创业教育的若干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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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举措，但创业教育中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仍然

是薄弱部分。 

一方面，部分高校在开展创业活动的过程中没

有给予心理健康教育足够的重视，心理健康教育没

有纳入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有些高校开设的心理

健康教育通识课程无法满足创业大学生的客观心

理需求。另一方面，心理健康教育在大学生创业的

过程中，仅仅是起到了心理健康的防控和治疗作

用，而没有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正面激励和引

导，尤其是积极心理学在创业大学生的创业意向、

创业信心、创业意志力培养方面的应用不够，导致

心理健康教育对于激发大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

和提升创新创业能力作用弱化。 

三、积极心理学融入创业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

意义 

(一 ) 有助于提升大学生创业的积极性和成  

功率 

创业是一项高压力、高风险的活动，大学生在

开展创业活动的过程中，尤其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

作为支撑。格式塔心理学家邓克尔研究发现，心理

支持是影响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也是个体产

生心理冲突后有效化解心理危机的重要资源[4]。笔

者认为，在大学生创业过程中，充分发挥积极心理

学优势，加强创业心理健康教育，通过提升认知、

激发潜能、调节情绪、激励行为等多方面给予心理

支持，可以在大学生创业起步阶段、创业瓶颈期等

关键时期起到正面引导和激励的作用，有助于提升

大学生创业的积极性和成功率。 

(二) 有利于促进大学生个体全面发展 

目前，多个高校已经将创业教育贯穿于大学生

培养全过程，在此背景下，大学生创业心理健康教

育贯穿于大学阶段学生成长全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以正面激励为主的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充分发挥

作用，从认知、情感和行为等方面对大学生成长给

予支持，这样的心理促进和塑造并不是以创业为最

终目的，而是以有利于大学生的人格完善和综合素

养的提升为目标。这种正面的引导一方面助于学生

创新意识的培养、创业精神的塑造，另一方面可以

引导学生在面临复杂的学习、生活、人际交往等问

题的时候，能够开展自我效能激励、自我调适，极

大程度上提升大学生在复杂环境和高压环境下的

综合素质。 

四、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创业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策略 

(一)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创业心理健康教育

构建原则 

一是要坚持导向原则。以正面引导、正面激励

为主，以培养大学生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人格为目

的，开展积极性人格品质培养、积极情绪的激发、

美好心灵的塑造和良好情绪和行为的管理等，将积

极心理学导向应用到创业全过程，融入创业心理健

康教育的各个方面。二是要坚持全员全程原则。创

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培养应当是贯穿每个大学生

的学习全过程，创业心理健康教育的对象应覆盖到

每一位学生。例如在新生入学时开展的导学活动就

应当融入积极心理学教育，充分挖掘学生的专业兴

趣、点燃专业理想，激发他们对标世界一流的创新

创业意识，同时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要持续地开展

引导和激励，发挥积极心理学的促进效应。三是要

坚持协同原则，促进创业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融

合，促进日常教育教学和第二课堂活动融合，积极

构建由分管校领导牵头、主管职能部门负责、相关

职能部门协同的领导和工作机制。 

(二)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高校创业心理健康

教育策略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构建高校创业心理健康

教育应坚持正面引导和激励为主，立足于大学生心

理特点，以创业心理课程建设、心理咨询机构平台

建设、专业队伍建设为主，积极营造良好的校园和

社会文化氛围，发挥积极心理学的优势，促进大学

生整体素质的提升。 

1. 加强创业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 

课程建设是关键。在国务院办公厅提出的推进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举措中，明确指出要不断丰富

“双创”教育资源、完善相关的课程体系，其中积

极心理学课程就是优质育人资源。将积极心理学融

入大学生心理教育课程体系中，一是要提升教学目

标，以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与动机为目标，促

进“双创”理念根植于学生思想和成长过程。二是

丰富课程内容，强化积极心理学内容，将传统的心

理健康教育内容中的问题预防转变为对学生身心

健康、激发潜能、完善人格等方面的促进，以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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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激励为主，涵盖激发创新意识、提升创业思

维能力、激发自我潜能、培养情商和逆商、强化团

队协作能力、提升幸福感等多个方面。三是创新教

育方法，促进心理教育课程与创业教育课程的深度

融合，可以采用课堂教学、实践教学、榜样教学等

多种形式，发挥网络优势，推进创业心理课程的慕

课建设，让课程覆盖面和效能不断提升。 

2. 建设心理咨询服务平台 

创业心理健康教育应把握创业大学生全体的

心理特点，为其提供及时、有效、专业的心理服   

务[5]。创新心理咨询服务平台建设，在硬件上，可

以强化以创业为背景的心理素质拓展、团队心理辅

导等平台建设，通过建设专门的场地和专业设施开

展创新创业相关的心理咨询服务，开展心理素质拓

展活动，进一步提升专业心理咨询、心理服务的针

对性、专业性、服务性。在软件上，强化积极心理

学的应用，将以往以心理治疗、干预为主转变为以

提升心理素质、强化能力为主。 

3. 建设专业化队伍 

高素质专业化的队伍是强化创业心理健康教

育的关键。一方面，要配齐建强高校专业心理健康

教师队伍，至少按照师生比不低于 1：4000 配齐心

理健康专职教师，同时在心理健康专职教师中加强

积极心理学、创业相关知识的普及和培训，从教育

教学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心理咨询能力方面强化

队伍建设。另一方面，选配一些有创业经验、创业

能力的专任教师、辅导员、管理人员等担任创业教

育实践的专职导师，同时加强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

培训，培养一批具有丰富心理知识和能力的创业教

育者。同时，加强学生队伍建设，加强对大学生心

理委员、主要学生干部的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例如，

可以尝试在每一支创新创业团队中选拔一名核心

成员担任心理健康联络员，负责团队成员的心理健

康工作，有效发挥朋辈之间的帮扶、引领、激励和

监督作用。 

4. 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良好的创业氛围具有引导人、培养人、激励人

的作用，积极向上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不仅能够有

效激发学生创业意识与创业信心，对学生创业素养

和能力的提升也具有整体引导、塑造和培养的功 

能[6]。一是应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塑造人格、

促进成长的重要作用。二是积极建设具有校本特色

的大学文化，突出校园文化的育人品性、学术品貌

和文化品位，可以通过开展高水平的创新创业竞赛

以及创业交流活动等，将“创新、创造、创业”精

神融入大学生学习、生活过程中，创建利于大学生

成长的校园文化氛围。三是要充分利用好互联网载

体，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积极开展“互

联网+”创业活动。第四是加强典型的选树和宣传，

发掘师生、校友中的创业典型，发挥他们的示范引

领作用。例如有些高校会定期开展“十大创业之

星”、校园学术之星等的评选表彰活动。 

五、结语 

将积极心理学融入创业教育，对于促进大学生

全面发展、推进我国大学生创业有着重要意义。高

校应积极构建创业心理教育体系，充分发挥积极心

理学的正面激励作用，不断提升大学生开展创业的

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突出创业教育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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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undergraduates have several problems in starting a business, such as 

lack of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low anti-pressure ability and slack entrepreneurial willpower. Integrating positive 

psychology into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aims at inspiring students’ potential abilities and 

promoting their sense and index of individual inner happiness, combines students' own reality with their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erts the positive guidance and inspiring rol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ese measures are set to 

find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explore the 

strategies of entrepreneurship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hence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positive psychology;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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