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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主干课程“创业管理”设计并验证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参与式实践教

学方法。该方法依据参与式学习理论，以让学生投入真实创业来体验创业学习过程为目的，包含创业

基础理论、运营理论、沙盘模拟、创业实验四个模块。教学反馈结果表明，经过课程学习，具有创业

意愿的学生中，32.6%能够采取创业行动，1.3%会选择大学毕业后继续创业。该方法将创业管理课程

转化为一次微型创业过程，对于高校创业教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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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业管理”已经是各高校培养创新创业人

才的主干课程，它承担着培养学生创业精神、创

业能力，传授学生创业方法、职业规划方法等教

学目标。为了达成这样的教学目标，南开大学滨

海学院创业管理教研课程组摸索出“三段迭代

式”课程体系，第一段在大一第二学期，为创业

基础理论学习阶段，课程组选用张玉利教授主编

的《创业管理》作为教材，以课堂讲授的形式让

学生系统地学习创业基本理论，教学目标是使学

生对创业有基本认识和学习创业基本理论；第二

段在大三第一学期，为企业运营基础知识学习阶

段，课程组根据企业运营实际自编课程讲义，教

学目标是使学生对企业运营有基本的认识；本文

介绍的参与式创业实验教学是课程体系的第三

阶段，在大三的第二学期，授课对象是有强烈创

业意愿的大三学生，教学目标是通过“创业”去

体验前两个阶段学过的知识并锻炼创业能力。 

二、参与式创业实验教学法的依据 

近年来，随着“创业管理”成为各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主干课程，学者们纷纷探索创业教学课

程设计，于晓宇教授的“基于创业失败学习视角

的创业课程设计”[1]，杨德林教授的“基于项目

的深度创业实践课程：机制与效果”[2]，秦仪教

授的“基于设计思维的创新创业课程设计与实

践”[3]，孙洪义教授的“《创业管理》‘六步法’”

等均是这些学者基于多年创业研究积累的创业

课程设计成果。同时，从事创业教学的学者们也

在不断引进和吸收国外高校的教学方法，其中美

国百森商学院创业教育课程成为课程设计的主

要参考对象[4]。近年来，创业实践教学越来越受

到创业学者们的重视，在实践教学探索方面，学

者们开始关注体验式教学，例如，张敬伟教授的

《基于体验式学习的创业课程教学法研究—— 

以加州理工州立大学为例》[5]。目前，比较有系

统性和有影响力的创业实践教学方法当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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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森商学院提出的五种“体验式”学习方法，包

括：如何玩耍的体验式练习、如何移情的体验式

练习、如何创造的体验式练习、如何试验的体验

式练习、如何反思的体验式练习[6]等。 

陈寒松教授认为，创业课程教学是一个知行

合一的过程，是创业相关知识应用到知识创造与

实践的结合，他构建了创业教育知行合一模型(见

图 1)，并将其归纳为五类模式：“讲授−考试”模

式、“案例讨论”模式、“模拟创业”模式、“沙

盒教学”模式、自主创业模式[7]。“创业管理”的

教学目标也是为了培养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创业

能力的形成必须经过创业活动，创业活动是创业

能力形成的关键[8]，因为在创业活动中学习是认

识和形成创业能力的重要路径[9−10]。包括“体验

式”学习在内的创业实践学习法都没有离开“课

堂学习”范畴，而创业活动是“课堂学习”之外

的真实创业，学生必须放弃学校的正常学业。如

何在课堂学习和创业活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点？在参考了建构主义、情景学习[11−12]以及基于

项目学习(Project-Based-Learning (PBL))[13]等教

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笔者尝试设计了参与式

创业实验教学。所谓的“参与式”是学生的角色

定位就是一个“创业者”，“实验”就是在限定条

件下以实现销售收入为考核唯一目标并规定截

止时间的“创业”。通过参与式实验教学，学生

不仅可以实现角色转换，而且创业活动场景还不 

 

 

图 1  创业教育知行合一模型[7] 

是在课堂内，可以达到通过“创业活动”来学习

创业和锻炼创业能力的教学目标。 

三、参与式创业实验教学法的设计 

(一) 教学目标 

参与式创业实验的教学目标有两个：①通过

完成一个创业过程，加深学生对学习过的创业相

关理论和企业运营相关理论的认知；②学生能够

以“创业的方式”从头到尾“做完”一件事、“做

成”一件事和“做好”一件事。 

(二) 教学设计 

本课程授课对象是针对已经完成前两段理

论课学习、经过沙盘训练、参与过各类创新创业

比赛以及有强烈创业意愿的学生，课程开设在大

三第二学期，时长为 18 周。课程要求是： 

(1) 创业团队成员必须人人出资，但每人出

资额控制在 100~1 000 元之间。 

(2)“创业”期间要做周记，重点记录做过的

活动和花费的时间，如记录选择产品、营销方式、

获得订单等活动和这些活动的耗时情况。 

(3) 以学期末创业运营的情况和销售收入情

况，考查学生是否完成一个完整的创业过程，以

监察创业过程情况、有无营业额及营业额多少、

运营情况作为考核标准。 

(4) 中途退出，视为“创业失败”，该门课程

不及格。 

(5) 实验期间安排 2 次项目汇报，第 14 周为

中期汇报，必需准备规范的商业计划书，18 周为

结课汇报，要包含创业周记和财务报表分析。 

课程设计分为创业基础理论、运营理论、沙

盘模拟、创业实验四个模块。由于课程属于选修

课，在课程正式开始前，先向学生说明学习内容

及选课要求，主要是对参与创业实验的学生进行

筛选，遴选出有强烈创业意愿并愿意接受创业活

动挑战的学生。课程四个模块的教学大纲如表 1

所示，学生在模块 1 和模块 2 的学习是在授课教

师的带领下分别回顾三段式迭代第一阶段学过

的与创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和第二阶段企业运营

理论。学生们还要开始团队组建，相互了解团队

成员。第 7、8 周安排的是创业沙盘模拟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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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创业管理”参与式实验创业课程大纲 

课程模块 教学时间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创业基础理论 

第 1 周 创业意识与创新精神 
使学生了解、熟悉创业基础理论，帮助学

生构建创新创业精神 
第 2 周 创业者、创业团队与机会识别 

第 3 周 产品与商业模式 

企业运营理论 

第 4 周 创业市场调查、创业融资 
使学生学习、了解企业运营知识，完成组

建团队 
第 5 周 创业财务、公司成立及法律问题 

第 6 周 产品三定律、创业风险及失败 

沙盘模拟 
第 7 周 

创业沙盘模拟 
学生以团队为单位进行创业沙盘模拟，进

行演练 第 8 周 

创业实验 第 9 至 18 周 学生团队的创业之旅 
学生开始参与实验，真正体验创业；从中

孵化部分项目参加各类比赛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第 9 周到 18 周学生进行创业实验。教学设计

是逐渐完成以“教师讲授”为中心过渡到以“学

生创业”为中心，使学生不仅可以重温学过的创

业和企业运营理论，还可以对“成为创业者”角

色的转换有个心理适应过程。 

四、参与式创业实验教学法的实施情况 

本文汇总了已经完成的 2 个学期 3 个教学班

的教学情况，选课学生是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2015

级市场营销专业、2016 级市场营销专业和 2016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同期的工商管理专

业学生和财务管理专业学生仍然采取传统的教

师主讲的课堂授课方式授课，作为实验对照组。

实验组有 67.5%的选课学生在开学第二周退课，

对照组没有退课的学生。 

(一) 选课情况 

2015 级市场营销专业最初有 79 位学生预选

课，当教师告知本课程的要求后，49 位学生主动

退出，30 位学生继续，课程进行中又有 1 组学生

退出，1 组学生未完成，最后，共 4 组 24 位学生

完成了本课程。2016 级市场营销专业 74 位学生

预选本课程，最终 24 位学生参加了课程学习，

中途也有 1 组学生退出，实际 3 组共 16 位学生

完成课程。在 2016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创

业管理”是必修课程，总计 121 名学生，同样是

采用三段式迭代教学，考核的规则是：只有进入

到最后阶段的学生才有可能拿到 85 分以上，上

课之初就开始自由组队并自己决定是否进入第

三阶段，初期报名承诺完成三个阶段的组超过了

20 个，经自由组队，最终只有 8 组 36 位同学选

择了实验阶段的学习。 

(二) 创业实验完成情况 

1. 销售收入达成情况 

创业实验将 “有无销售收入”作为考核指

标，有销售收入的视为“完成创业”。2 个年级 3

个实验班的总体情况如下： 

(1) 2015 级市场营销专业 5 个组中有 3 个组

完成了有销售收入的整个创业过程，1 个组放弃，

另 1 个组没有完成(并入其他组)。 

(2) 2016 级市场营销专业 4 个组中 3 个组完

成了有销售收入的整个创业过程，1 个组中途  

放弃。 

(3) 2016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8 个组完成

了有销售收入的整个创业过程。 

参加实验的共 17 个组，13 个组在 10 周的实

验时间内都实现了销售收入，占总实验组的

76.4%；2 个组销售零收入，占总实验组的 11.8%；

2 个组放弃创业，占 11.8%。从完成比例上看，

收入组和零收入组共占 88.2%。销售收入超过 1

万元的有 3 个组：2015 级市场营销专业“暖心被

项目”组 13 300 元，2015 级市场营销专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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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组 11 085 元，2016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

业“AI Dr. coffee”组 15 685.77 元。最低的营业

额是 2016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宿舍超市”组

的 508 元。在 10 周内没有实现销售收入的组 2

个，其中“婚庆公司”组因投资合作问题仍在谈

判，“小安工作室”自媒体平台已经建立并也有

一定的流量，但没有收入。表 2 是已完成的 2 个

年级 3 个班的实验情况汇总。 

 
表 2  参与实验的学生及其创业实验项目 

年级 专业 项目名称 人数 产品或服务 初始投入 销售额 备注 

2015 级 
市场营销

专业 

暖心被项目 7 蚕丝被 2 000 元 13 300 元  

优衣物 8 个性化服装 800 元 11 085 元  

茶站 8 饮料售卖 800 元 2 052.5 元  

第四组 6 中途退出 

婚庆公司 1 个性化婚礼一条龙服务  0 
投资超出实验

范围 

2016 级 
市场营销

专业 

U&D 潮牌 7 个性化服装  2643 元  

IN 水货 7 娃哈哈产品 0 4635 元  

H&W 手工烘焙 2 定制蛋糕 0 6594 元 继续创业 

第四组 8 中途退出 

2016 级 

国际经济

与贸易专

业 

我来辣 5 
麻辣粉土豆片 、干辣椒

(家乡特产) 
500 元 1013 元 实际销售 2 周 

四美公司 4 泰国化妆品 3000 元 3713 元  

小安工作室 2 自媒体相关内容 
自有设备价值

5599 
0  

美甲 6 美甲 300 元 890.1 元  

宿舍超市 6 
泡面、火腿肠、饮料、辣

条、卤蛋 
500 元 508 元  

手机贴膜 5 手机贴膜 500 元 974 元  

旧书回收买卖 6 旧书 600 元 2690 元  

AI Dr. coffee 2 加盟咖啡店 14 813 元 15 685 元 继续创业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 创业实验过程 

尽管学生参与创业实验期间完全是“学生自

主创业，教师不做任何干预”，但作为授课教师

还是要时时跟踪每个团队的实验表现。 

(1) 创业活动划分：根据各项目组的报告和

描述，创业实验中的“创业”大致可分为团队组

建、商业策划、货源寻找、产品进货和库存管理、

市场推广、产品销售、财务结算等 7 类活动。参

加实验的 17 个组每类活动的用时不等，6 个组在

商业策划和寻找货源活动时均用时超过 6 周，而

其中 1 组 3 次更换项目，退出的组是因为发现自

己组的商业策划无法实施并对继续完成实验缺

乏信心，2 个组的实际销售只进行了 2 周。 

(2) 最难完成的创业活动：销售是最难完成

的创业活动，客户以及客户需求的不确定性是各

个团队普遍遇到的问题，因此市场推广成为各个

团队耗时最长且消耗精力最大的重要活动。还有

另外 2 个干扰因素也给市场推广增加了难度，一

是团队因素，要统一团队成员的认知，在过程中

还要不断磋商从而造成耗时耗力；二是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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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因素，其他课程的学习、社团活动、个人事

务等都会干扰团队成员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3) 被激发出来的创业者素质：通过对参与

并完成实验的 15 个组的观察和交流，发现了学

生潜在的“创业者素质”，如“执着”地完成目

标以及自我成就感。其中，“优衣物”组学生尤

为典型，这个组最初的创业项目是有关宠物救助

的项目。进行 2 周后发现无法在短期内实现销售

收入，之后改做社区老年人关爱项目，项目进行

4 周后又发现这个公益创业还是无法赢利，为了

满足实现销售收入的目标要求，项目组成员经过

一次次的头脑风暴后，发现身边的女孩子爱美、

追求个性但支付能力有限，“优衣物”由此诞生，

但这时离实验结束仅剩 4 周时间，到实验结束时，

“优衣物”组实现了 11 085 元的收入，取得在参

试组中排名第二的好成绩。我们发现，在已完成

实验的 13 个创业项目中的 4 个项目如“茶站”“宿

舍超市”“IN 水货”“我来辣”等也和“优衣物”

类似，学生们发现最初选定的项目无法在实验时

间内实现销售收入，为了达成课程考核目标而选

择“可操作和能快速实现销售的”项目。这些组

在发现最初选定的创业项目无法达成目标后，没

有选择“放弃”，而是及时调整，这充分体现了

学生们坚守目标的“执着”精神，以及灵活的调

整能力，这种能力在创业过程中也是尤为宝   

贵的。 

当问及项目组成员“项目进行中的感受”时，

普遍的反馈是“选择项目是件很难的事”，约 40%

的学生说，之所以坚持完成项目是“如果放弃怕

被别人嘲笑”，高达 60%的学生的回答是“这是

一件具有挑战的事，证明自己是可以从头到尾完

成一件事并能做好”，我们把同学们的这种心理

归结为“自我成就感”。 

学界有个比较一致的看法：5%的人天生就是

创业者，这部分人是不需要教的；10%的人无论

如何都不适合创业，这部分人怎么教也是徒劳

的；85%的人的创业潜质是可以被激发的[14]。实

验过程中学生们的表现可以印证“创业者某些潜

藏的素质可以被激发出来”的论断。 

五、总结与讨论 

(一) 实验组与非实验组学生“创业学习”效

果对比 

对照组的学生是工商管理专业和财务管理

专业学生，这两个专业与实验组的市场营销专业

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都同属经济管理系，基础

课程相同，避免了专业跨度上带来的差异，对照

组采取传统课堂的“讲授−考试”模式。 

实验组学生对课程学习的深刻体验是非实

验组同学所没有的。实验组学生一致反馈这种实

验是有别于传统课堂学习的真实体验，只有亲身

经历才会想到原来创业还有这么多细微和实际

的问题；经过这个过程不仅加深了对创业的认

识，还极大地提升了自身应对问题的能力，受到

了很多启发：学生们大多使用“书到用时方恨少”

来阐述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和提示自己今后学习

的方向。很多学生使用“焦虑”“紧张”“谨小慎

微甚至低三下四”来表达向消费者推销时的心

情，用“惊喜”“不可思议”来形容销售进账时

的心情，等等，这些体验也只有参与创业实验才

能获得。除了学习“创业管理”课程之外，参加

创业实验的学生最少的也还有 5 门其他课程要学

习，多的还有 9 门其他课程要学习。在既不能影

响其他课程的正常学习，又要完成创业实验的条

件下，参加实验的学生每天仅在时间安排上就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创业者”们必须要在“创业”

和“其他课程的学习以及私人事务”之间分配和

平衡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我们也跟踪了这部分学

生同学期其他课程的学习情况，大多成绩也较为

优秀。非实验组学生则对课程并无更多的体会，

只是和其他课程一样按部就班地学习、考试，获

得了学分，并没有其他变化。 

(二) 参与式创业实验活动与真实创业活动

的对比 

创业过程是一个围绕一系列关键活动展开

的非线性过程，LIAO 和 WELSH[15]将创业活动归

纳为计划准备、资源整合、市场营销及合法化等

步骤。计划准备包括组建团队、准备商业计划、

分析和预测投资风险、自己为创业存钱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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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整合包括申请专利、商标或版权，采购原材

料或进货，购置或租赁厂房、仓库、店面或办公

室，向其他人或机构融资，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到

创业，接触并联系供应商和雇员等活动；市场营

销包括开展营销推广工作、搜集顾客、市场和竞

争者信息等活动；合法化包括到工商管理部门登

记注册等总计 14 项具体活动，其中是否开展了

营销活动是衡量创业实际运营的关键指标。创业

实验中的“创业”大致包括团队组建、商业策划、

货源寻找、产品进货和库存管理、市场推广、产

品销售、财务结算等七类活动。与真实创业活动

相比，创业实验可以忽略租赁办公场所、雇佣员

工以及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等活动。 

根据《中国创业活动透视报告：中国新生创

业活动动态跟踪调研(CPSED)报告(2009—2011

年)》[16]的调研结果，第一年新生创业者平均只完

成了全部 14 项具体活动中的 4.94 项，完成最小

的值为 0，最大的为 13，中位数为 4；第二年新

生创业者平均完成了 9.22 项。完成最小的为 1，

最大的为 14，中位数为 9，到了第三年完成率是

92.9%，完成最多的前三项活动分别为创业存钱、

分析和预测财务风险、收集顾客和市场信息等。

对新生创业者的访谈结果显示，创业者每天投入

的时间从不到 1 小时到 18 小时不等，平均投入 4

小时。本文研究的参与式创业实验在 6 周之内完

成团队组建、出资、商业计划书等活动，最难的

环节是销售和供货环节。由于要平衡其他课程和

私人事务，创业实验成员每周投入到创业项目上

的时间从 1 小时到 36 小时不等，平均不低于 6

小时。创业实验可以看成是一种“微缩版”的创

业，作为实践教学方法是可行的。 

(三) “创业意愿”实验数据与理论数据的  

对比 

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是创业理论研究的热

点之一[17]，2016 年全球大学生创业精神课题组研

究了包括 50 个国家、超过 1 000 所大学的 122 000

个大学生的“创业意愿”，研究结果表明，80.3%

的学生打算在毕业后直接进入企业工作，只有

8.8%的学生具有“创业意愿”并打算毕业后在自

己企业工作[18]。根据 PSED 研究，对创业过程持

续时间的描述性分析显示：大约 10%的初创企业

在 12 个月内完成的，而在 60 个月后，这一比例

几乎达到了 30%，如果采用平均值 8.8%的“创业

意愿”的平均值，而大学本科四年总计 48 个月，

这样大学生真正创业的比例应该在 0.88%~2.64%

之间。 

本文把 2 个年级 3 个班 233 名选修本课程的

学生视为具有“创业意愿”，76 名参加创业实验

的学生视为有创业行动，实验结束后 3 名学生继

续创业视为真正创业。根据实验结果，有“创业

意愿”的学生中会有 32.6%(76/233=0.326)的学生

能够采取创业行动，而大学毕业后真正创业的学

生比例仅为 1.3%(3/233≈0.013)。 

六、结语 

参与式创业实验教学旨在探索创业课程教

学中如何让学生通过“创业”来体验“创业过程”，

帮助学生理解和验证学到的理论，并在实践中运

用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经过“真实的创业”活

动，很多 95 后大学生首次独立完成“创业”这

件高难度的事，学生获得了心理上的成就感。学

生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提升了对创业本身的认识，

同时也更加理性地认识自己和思考如何加深专

业学习和未来的职业规划。参与式创业实验教学

实现了“以教师讲授为中心”到“以学生实践为

中心”的转换，是创业实践教学的一种有益尝试。 

因时间和条件限制，本文只在市场营销和国

际经济与贸易 2 个专业进行了参与式创业实验的

教学，研究设计相对简单，所做的分析也较为简

略。笔者希望在此初步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完善

参与式创业实验教学方法，并真诚希望得到同行

们的批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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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participatory entrepreneurial experimental teaching 
—Taking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as an example 

 

WANG Bo, CHEN Lixia, WANG Shuo, ZHANG Renjiang 

 

(Binhai Colleg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27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signs and verifies a set of effective participatory practical teaching methods for the 

main cours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the 

Participatory Learning theory, this method aims to let students invest in real entrepreneurship to experience 

the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process, which includes four modules: Entrepreneurial basic theory, operational 

theory, sand table simul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course study, 

32.6% of the students who are willing to start a business can take entrepreneurial actions, and 1.3% will 

choose to continue to start a business after graduating from colleges. This method transforms the course of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into a micro-entrepreneurship process, which has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participatory; experimental teaching;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experiential learning; 

entrepreneurship willingness 

[编辑：何彩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