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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已成为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活动的主要载体之一，能够有效地培养大学生的创新

意识、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为社会培养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的成功举办，也为此

类学生社团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可以利用新媒体主动作为，收集政府(社区)、行业、企

业的服务需求信息；盘活社团资源，以新内容、新形式实现创新创业型社团的可持续发展；打造创新创业型社团

品牌，实现社团的良性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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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的热潮激发了高校创新创业型

学生社团的蓬勃发展。为进一步规范高校学生社团

管理，深化高校学生社团的育人功能，尤其是创新

创业型社团对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国务院办

公厅发布了《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

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该文件提出：“支

持高校学生成立创新创业协会、创业俱乐部等社

团。”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互联

网+创新创业大赛”成功举办多届，为创新创业型学

生社团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可以说，创新创业型

学生社团已成为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活动的主要

载体之一，能够有效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

神和创业能力，为社会培养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 

一、文献综述 

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最初源于高校学生社团

发展的实践，学生社团与专业特色相结合，形成学

术性社团(学习型社团)；与志愿服务相结合，形成

社会服务性社团；与社会公益活动相结合，形成公

益性社团。学术性社团(学习型社团)、社会服务性

社团、公益性社团与大学生的创业活动相融合，就

具备了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的特征。创新创业型学

生社团不仅承担着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培育的任

务，而且它是高校创新创业氛围和创业意识培养的

放大器。 

国内学者对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的研究大多

着眼于此类学生社团发展的现状和建设策略的分

析。如部分学者基于学术型（或创新创业型）社团

的发展现状及建设策略开展研究。徐博函等[1]分析

了创新创业类社团的发展特点，提出了提升创新创

业类社团发展的实现途径；邸飞等[2]通过案例研究

提出了学术性社团发展模式的构想；罗绍康等[3]从

学术性社团的核心功能和内在需求出发，提出从聘

用机制、考核评价制度、工作责任制、稳定经费支

持等方面着手创建“双导师制”，以打造精品高校

学术型社团；赵露等[4]、郝子涵等[5]分析了学术型

（或创新创业型）社团的现实困境和发展瓶颈，提

出相应的建设路径。还有学者对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与社团的关系进行探讨。如袁金祥等[6]认为大学生

社团是开展创业教育的有效载体，高校应整合资

源，拓展平台，建立实践基地，充分发挥大学生社

团的创业教育载体功能；成璐等[7]分析了学术型社

团运作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探讨建立基

于学术型社团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的长效策略与

运行机制；羊英[8]认为学术型社团是大学生“主动

探求型”学习的重要载体，提出以培养创新创业能

力为社团建设的目标，探索学术型社团的活动体系

构建。已有研究虽然对学生社团与创新创业教育的

关系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把创新创业型社团看作一

个独立的组织并分析它的发展瓶颈和建设路径，这

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以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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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困境为出发点，探索在新媒体背景下此类社

团的发展路径。 

    二、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有

效载体 

(一) 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有助于营造创新创

业教育的氛围 

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

载体之一，尤其是对于提升学生团队的协作精神、

领导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是大学生根据自身的兴

趣组建的群众组织，参与此类社团的大学生一般思

维活跃、创新性强、获取资源的能力强。他们通过

举办丰富多彩的创新创业活动，如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申报、“互联网+”创新创业竞赛、

辩论赛、讲座、成果展、社会服务活动等，以极大

的热情感染了其他的学生和组织。在“同伴影响力”

的作用下，高校大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积极性得到

迅速提升，有助于校园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的形成。 

(二) 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有助于提升学生的

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高校创新创业型社团大多是大学生基于兴趣、

爱好，结合学科专业知识而发展起来的学科型社

团。创新创业活动和实践将专业知识与创新理论、

创业思想紧密结合，可以说，在创新创业的实践中，

大学生的专业视野得到了拓宽，大学生的知识、能

力等得到了提升。一些高质量的创新创业类社团，

依托学科创新平台，学生参与市场调研、技术研发、

成果孵化、市场推广的全过程。这些实践活动强化

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理论知识的认知，全面了解了成

果市场化的全过程，对其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培

养至关重要。 

三、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发

展瓶颈 

目前，高校的创新创业型社团数量增长迅速，

大学生参与社团的积极性也很高，但由于学生社团

在管理、经费、运营、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问题，普

遍存在“三分钟热度”的现象，社团成员的流动性

大，难以凸显创新创业型社团的专长和特色，且社

团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长效动力不足，更不可能着

眼于社团的长远发展，打造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的

品牌。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发展的现实困境主要有

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的社会服务质量和

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在服务

企业和社区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大多局限于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社会调查、社区敬老服务、

社区相关政策宣传等形式，这些服务属于短时段、

非常态化的服务，远远没有发挥创新创业型社团的

优势和专长。从学生社团组织来说，它是大学生进

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学生组织，由

高校共青团组织指导和管理。学生社团开展的社会

实践活动更多的是从团学组织自身目标出发，其服

务内容有些为了达到某项要求而流于形式，没有立

足学生社团的优势和资源，更没有从企业、社区和

行业的需求出发，去开展针对性、常态化的社会服

务活动，这也导致了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所提供的

社会服务质量和水平普遍不高。 

其次，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管理水平不够，与

社会对接的资源不多。学生社团是不同学院、年级、

专业的学生在自愿的基础上组建的学生组织，具有

很强的自由性和流动性，普遍缺乏严格的组织性和

纪律性。而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的社长由于社会经

验、生活阅历不足，常常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社团

管理的具体事务上，而对企业、社区和行业需求关

注得较少。这就使他们在社团发展规划和定位上，

普遍缺乏长远眼光，难以拿出令人信服的社团建设

和发展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

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是间断的、零散的。创新创业

型学生社团缺乏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常态化实践

活动，社团的凝聚力和社团成员参与的积极性都不

高，纪律性和组织性也不强，这极大地影响了社团

的持续性发展。 

最后，多数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基本处于“自

弹自唱”的状态，缺乏专业性的指导。创新创业型

学生社团的指导老师多是高校的专业教师或者从

事学生管理工作的老师，他们大多只有理论知识而

缺乏创新创业的具体实践经验。高校专业的创业导

师和有创新实践经验的老师较少，导致对学生社团

的指导不够深入，创新创业型社团建设往往流于形

式。即便是对科技创新大赛、创业计划大赛等大型

赛事的指导，也只是针对一个项目本身的指导，是

阶段性的。再加上学生欠缺自主性，又缺少指导老

师的支持与鼓励，导致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的积极性严重受挫。 

四、新媒体为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的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以计算机技术为支撑、以互联网传播为载体进

行信息传播的全新媒介组织形态新媒体，对大学生

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社交方式、价值观念等方

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也给



                                                                                           2020 年第 11 卷第 3 期 

 

154

 

高校的教学、管理、科研及社会服务方式带来了深

刻的变化。创新创业型社团作为高校创新精神和创

业能力培育的载体，理应顺应新媒体的发展潮流，

在社团组织建设、社团干部培养、社团资源对接、

社团运行机制等方面，利用新媒体的优势，突破社

团发展的瓶颈，激发创新创业的激情与活力。 

(一) 利用新媒体主动作为，收集政府(社区)、

行业、企业的服务需求信息 

高校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着眼于培养大学生

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主要有两种类

型：一种是以专业或学科为基础，大学生根据自己

的兴趣组建学科型社团，如机器人社团、三维竞技

社、园艺社、会展社等。这些社团常态化的科技创

新活动有参与实验室项目、学科竞赛、科技发明创

造、社会调查、社会服务等。另一种是以创新实践

和创业训练为主要形式，开展各种类型的创业模拟

训练和创业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活动。这两种类型的

创新创业社团要获得可持续发展，都必须充分利用

政府(社区)、行业、企业的新媒体平台，关注行业

信息，了解它们在社会调查、志愿服务、技术服务

等方面的需求。绝大多数政府(社区)、行业、企业

都有自己的官方微信、移动端的信息发布平台，并

会及时在这些平台上发布技术、服务、人才、产品

推广等方面的信息和需求。有些需求正好是创新创

业型学生社团可以利用自己的专长和优势有所作

为的，这也为社团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方向。高校

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应主动作为，根据政府(社区)、

行业、企业的需求，找准社团能够对接和服务的契

合点，进而对创新创业型社团进行设计和规划，锁

定社团所能“对接”的领域和目标，制定长期规划

和活动计划。 

(二) 利用新媒体，盘活社团资源，以新内容、

新形式实现创新创业型社团的可持续发展 

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的成员流动性大，社团的

凝聚力和吸引力不够强。微信公众平台、社交自媒

体、QQ 空间等，诸如此类的新媒体都是大学生经

常光顾的网络空间。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可以利用

这些新媒体平台，开设微信公众号或建立社团自己

的新媒体空间，普及行业、企业的前沿知识、宣传

政府的创新创业政策、观看企业家的视频课程、讨

论社团的组织建设、宣传社团活动、直播社团竞赛、

展示社团科研项目等，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进

行培训、学习和宣传。这种形式不仅能充分利用新

媒体传播的高效性和便捷性，扩大社团自身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而且使社团成员及时了解政府(社区)

的政策和行业(企业)的信息，还能以极高的热情参

与到社团发展、社团活动策划、社团内部事务管理

中来，增强创新创业型社团的“粉丝黏度”，使社

团发展更具活力和发展前景。 

(三) 借助社团和社会的新媒体平台，打造创新

创业型社团品牌，扩大学生社团的社会影响力 

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一般都有自己的新媒体

平台，如微信公众号、微博等自媒体平台，以此作

为活动宣传、品牌打造、培训交流、信息沟通的渠

道。但学生社团自媒体平台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非

常有限。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要凸显特色和专长，

就必须与政府(社区)、行业(企业)建立联动关系，借

助政府(社区)、行业(企业)的新媒体平台，扩大学生

社团的影响力。一种方式是创新创业型社团参与政

府(社区)、行业(企业)的社会调查、技术咨询、品牌

宣传等活动，借助这些影响力较大的活动和政府(社

区)、行业(企业)的新媒体平台，增加学生社团的曝

光率和社会知晓度。另一种方式是创新创业型社团

参与创业规划大赛、创业科技作品展示大赛、创业

论坛等活动时，主动与企业取得联系，邀请企业的

管理层担任嘉宾和评委，争取获得企业的经费支

持。同时，借助政府(社区)、行业(企业)的新媒体平

台进行新闻报道或现场直播，适时展示学生社团的

作品、成果。此外，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还可以充

分利用国家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政策，参与或承

办政府(社区)的政策宣传或公益活动，并通过政府

(社区)和社团的自媒体平台提高创新创业型社团的

社会服务能力，扩大学生社团的社会影响力。 

(四) 把新媒体作为培训和交流的平台，让创新

创业型学生社团良性运转 

创新创业型学生社团成员来自不同的学院和

专业，课程安排不同，管理难度比较大。可以充分

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优势，建立网上打卡制度及网络

学习和培训制度。首先，对于社团成员的获奖、参

与的社会调查活动、发明的专利等实行网上积分和

排名，成绩优异者可优先获得大型社会实践活动的

参与资格，这样可以激发社团成员参与网上社团活

动的积极性，增强社团新媒体的活跃度。其次，利

用自媒体平台开展创业知识培训与模拟训练，如企

业创建过程与运营流程、创业扶持政策、创业模拟

仿真训练等。最后，对于条件成熟的创新创业型社

团，可以依据社团的专长，在新媒体平台提供各种

免费服务或有偿服务，吸纳粉丝。同时，创新创业

型社团也可以吸纳商业机构或商业品牌的广告，解

决学生社团经费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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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ent association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which can effectively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spirit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training compound talents for society,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in carriers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universities. The successful launching of the 

“Internet + competition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has also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students’ associations. It is necessary for students’ associations for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o take the 

initiative of new media to collect information on service needs of government or community,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invigorate the resources of associations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associations with new contents and forms, even to create the brand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ship-oriented 

associations, thus realizing the benign operation of associations. 

Key Word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student associations; new media; benign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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