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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业教育是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虽然已有实证研究表明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有显著

影响，但很少有文献对创业教育中的创业教育课程、教学方法、教师个人特质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的影响进行分

析。通过对嘉兴高校 205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运用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有效数

据，结果发现：创业教育课程与大学生创业意愿显著相关，理论教学法和实践教学法与大学生创业意愿显著相关，

而模拟实训法与大学生创业意愿在统计意义上不相关，教师个人特质与大学生创业意愿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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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创业成

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的选择。然而，创业是一项高

风险的经济活动，创业的高度不确定性、模糊性和

资源的有限性都不断对创业者提出挑战，这就为创

业教育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必要性依据[1]。2012 年

8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

教学基本要求(试行)》，要求各高校面向全体学生开

设创业教育必修课。2015 年 12 月，教育部印发《关

于做好 2016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明确提出，从 2016 年起，所

有高校都要设置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对全体学生开

设创新创业教育必修课和选修课。2015 年 5 月出台

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允许在校大学生保留学籍

休学创业。 

然而，大学生创业与否与许多因素有关。相关

研究表明，政策、金融支持、创业教育和培训、外

部商业环境、市场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文化及社

会规范等创业环境要素对创业意愿都有一定的  

影响[2]。 

本文主要通过调研嘉兴高校创业教育的现状，

研究分析创业教育中课程类型、教学方法、教师个

人特质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研究

结论可以作为嘉兴各大高校进行创业教育的参照。 

二、变量的选择以及研究假设 

创业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是开一门创业

相关课程那么简单，它包括课程体系建立、教学方

法梳理、师资队伍建设等。好的创业教育应该有一

套完整、独立的学科体系。基于此，本文提炼出创

业教育三个变量：创业课程、教学方法、教师个人

特质。创业教育课程包括创业基础课程、创业专业

课程和“互联网+创业课程”等。创业基础课程是

对创业相关内容进行系统的、综合的梳理；创业专

业课程是指针对创业的某个内容进行详细讲述，如

创业团队建设、创业融资、创业会计、创业政策等

内容；“互联网+创业课程”则讲解与互联网创业相

关的内容。 

创业教育教学方法有理论教学法、实践教学法

和模拟实训法，理论教学法局限于课堂上的分享，

包括讲授、案例分析、互动讨论等传统课堂教学方

法；实践教学法包括项目教学、社会调查、参观考

察等；模拟实训法则是大学生通过使用系统平台进

行模拟实训了解创业的教学方法。 

赵磊将从事创业教育的教师分为三类：一是专

职教师，他们专门从事创业教育教学、科研、管理

活动；二是校内兼职教师，包括从事思想政治工作

的辅导员及其他专业的教师；三是校外兼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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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技术专家、政府人员、风险投资家等。他

们熟悉经济管理理论和市场规律，对创业具有较强

的预测能力和把握能力[3]。这种划分方法同样适用

于嘉兴高校创业课程授课教师类型的划分。 

创业意愿是潜在创业者对是否从事创业活动

的一种主观态度，是人们具有类似于创业者特质的

程度以及人们对创业能力的一般描述[4]。创业意愿

主要包括创业认知、创业态度和创业行为。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原假设： 

H1：学习创业相关课程(创业基础课程、创业

专业课程、“互联网+创业课程”) 对于提升大学生

创业意愿是一致的，即学习不同创业相关课程对提

升大学生创业意愿没有显著差异。 

H2：不同的教学方法对于提升大学生创业意愿

没有显著差异。 

H3：不同教师的个人特质对于提升大学生创业

意愿没有显著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学生个

人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测量创业教育的类型，包

括创业课程、教学方法、授课老师的类型等；第三

部分是创业意愿的量表。所有量表均采用 Likert 

五级量表进行打分(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

一般，4=比较同意，5=完全同意)。调查问卷如表 1

所示。 

 

表 1  大学生创业教育调查问卷 

问卷板块 问卷项目 

个人基本信息 性别、年级、专业、学校 

创业教育类型 创业教育课程、所使用教学方法、授课教师类型 

创业意愿量表 

学习以下创业教育课程(创业基础课程、“互联网+创业课

程”、创业专业课程)有助于提升我在创业方面的认知 

使用以下教学方法(理论教学法、实践教学法、模拟实验

法)有助于提升我在创业方面的认知 

授课教师的自身魅力(是否有创业经验、个人魅力等)会影

响我对创业的认知 

接受创业教育后，我会经常留意身边的创业环境和创业

机会 

接受创业教育后，我有了创业的打算 

 

(二)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取了嘉兴的三所高校即同济大学浙江

学院、嘉兴学院、嘉兴南湖学院的大学生作为调查

对象，样本收集是在 2017 年 9 月 15 日之前完成的。

其中同济大学浙江学院共发放调查问卷 138 份，嘉

兴学院发放调查问卷 55 份，嘉兴南湖学院发放调

查问卷 25 份。最后回收 205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

约为 94%。以 SPSS19.0 为统计分析工具，表 2 为

样本的分布情况。 

 

表 2  样本情况分布 

统计变量 比例(%) 统计变量 比例(%) 

性别 专业 

男 44.4 理工科 39.7 

女 55.6 经管类 56.8 

年级 其他 3.5 

大一 37.8 学校 

大二 40.5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62.4 

大三 18.9 嘉兴学院 25.9 

大四 2.8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11.7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信度检验 

为确定样本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采用克

朗巴哈 Alpha 系数来测算量表的一致性，对调查样

本进行了信度检验。一般认为，若 Cronbach α 系数

的值达到 0.7−0.8 时表示量表具有相当的信度，达

到 0.8−0.9 时说明量表信度非常好。借助 SPSS19.0

对问卷的创业意愿量表进行信度检验时，Alpha 值

为 0.876，表明问卷的信度较高。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1. 创业基础教育是嘉兴高校创业教育的主流 

有 70%的大学生表示学习过创业基础教育课

程，47%的大学生表示学习过“互联网+创业教育”

课程，只有 28%的大学生选修过创业教育专业课

程。可见嘉兴高校的大学生创业教育主要以创业基

础教育为主。 

2. 理论教学法是嘉兴高校创业教育的主要教

学方法 

讲授法、案例分析法等理论教学法依然是嘉兴

高校的主要教学方法，占比 78.8%；其次是系统模

拟实训法，占比 33.5%；而实践教学法占比最少，

为 20.3%。这与我国大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培

养模式密切相关。 

3. 校内兼职教师是创业教育的主要授课老师 

调查数据显示，创业教育授课老师中，有 55.4%

的授课老师为校内兼职教师，这其中有 48%为相关

专业的任课老师，52%为学校辅导员；校外兼职老

师如企业家、创业者、企业高管等占比 15.9%；校

内专职教师占比 9.9%；另外有 18.8%的教师类型身

份未知。可见，大学创业教育的授课教师主要还是



                                                                                           2018 年第 9 卷第 6 期 

 

56

 

包括企校内的兼职教师。 

(三)方差分析 

1. 不同创业教育课程对大学生创业认知的影响 

在对创业基础课程、创业专业课程、“互联网+

创业课程”进行方差分析时发现，创业基础课程与   

“互联网+创业课程”对提升大学生的创业认知无

显著差异；而创业专业课程在与创业基础课程、“互

联网+创业课程”对提升大学生创业认知方面进行

比较时，却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创业基础课程

和“互联网+创业课程”对提升大学生创业认知是

相同的，而创业专业课程与这两类课程（即创业基

础课程和“互联网+创业课程”）对提升大学生创业

认知是有差异的。 

2. 不同教学方法对大学生创业认知的影响 

对理论教学法、实践教学法、模拟实训法进行

方差分析时发现，不同的教学方法对大学生创业认

知均无显著差异。无论是理论教学法、实践教学法，

还是模拟实训法，这些教学方法对提升大学生创业

认知是相同的。虽然大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但

从统计分析结果来看，理论教学法与实践教学法在

提升大学生创业认知方面同样重要。 

3. 不同教师类型对大学生创业认知的影响 

对教师类型中的有创业经验、有相关专业背

景、有个人魅力进行方差分析时发现，有创业经验、

有个人魅力对提升大学生创业认知无显著差异，这

两者与有相关专业背景在提升大学生创业认知方

面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有创业经验和有个人魅

力的教师在提升大学生创业认知方面是相同的，即

有创业经验的教师可以传授自身的创业经验来提

升大学生的创业认知，而没有创业经验的教师也可

以通过提升个人魅力如幽默感、气质、渊博的学识

等提升大学生的创业认知。而是否有相关专业背景

对提升大学生创业认知的影响得分最低，这也表明

创业教育授课老师并不是非得要求有相关的专业

背景。 

(四)相关分析 

1. 不同创业教育课程与创业意愿的相关分析 

通过 SPSS19.0 对创业教育课程与创业意愿进

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创业基础课程、创

业专业课程、“互联网+创业课程”对大学生创业态

度、创业行为均有显著影响，创业教育课程均在 0.01

的显著水平上，与大学生创业态度显著相关。除创

业基础课程与大学生创业行为在 0.05 的显著水平

上显著相关外，其他两类课程均在 0.01 的显著水平

上与大学生创业行为显著相关。这也验证了假设

H1，即开设创业教育课程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创业

意愿。 

 

表 3 创业教育课程与创业意愿的相关分析 

 创业基础课程 互联网+创业课程 创业专业课程 

我会留意创业机会 0.577** 0.484** 0.499** 

我有创业打算 0.156* 0.257** 0.230** 

注：*表示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

显著相关 

 

2. 不同教学方法与创业意愿的相关分析 

将不同教学方法与创业意愿进行相关分析发

现，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对大学生创业态度、创业

行为均有显著影响，而模拟实训对大学生创业态

度、创业行为在统计意义上均无显著影响，如表 4

所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创

业意愿，尤其是实践教学与大学生创业态度、创业

行为均在 0.0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相关。而高校鼓励

采购的模拟实训软件并不能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意

愿，但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创业认知，H2 假设成立。 

 

表 4  不同教学方法与创业意愿的相关分析 

 理论教学法 实践教学法 模拟实训法 

我会留意创业机会 0.124* 0.375** 0.0441 

我有创业打算 0.118* 0.360** 0.0353 

注：*表示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

显著相关 

 

3. 教师个人特质与创业意愿的相关分析 

将教师的创业经验、个人魅力、专业背景与创

业意愿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教师特质对大学生创业

意愿影响较小，仅得出有创业经验的教师与大学生

创业行为在 0.05 显著水平上显著相关，其他显示均

不相关。这也表明大学生是否有创业意愿与授课教

师个人特质如是否有创业经验、相关专业背景、个

人魅力等无关，如表 5 所示。H3 假设不成立。 

 

表 5  不同教师特质与创业意愿的相关分析 

 是否有创业经验 
是否有相关 

专业背景 
是否有个人魅力 

我会留意创业机会 0.0485 0.0263 0.0394 

我有创业打算 0.129* 0.0560 0.0267 

注：*表示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五)回归分析 

将创业教育课程(创业基础课程、创业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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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互联网+创业课程”)、教学方法(理论教学法、

实践教学法、模拟实训法)、教师特质(创业经验、

专业背景、个人魅力)与创业意愿(包括创业态度和

创业行为)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 

模型 1 为创业态度与各要素的方程回归，可决

系数 R2=0.547，Sig 为 0.000，模型 2 为创业行为与

各要素的方差回归，可决系数 R2=0.483，Sig 为

0.000，这表明两者的方程的拟合度是有显著意义

的。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态度的影响程度依次

为：创业基础课、“互联网+创业课程”、实践教学

法、教师个人魅力、理论教学法。创业教育对大学

生创业行为的影响程度依次为：“互联网+创业课

程”、实践教学法、创业专业课程、创业基础课、

理论教学法、教师有创业经验。 

 

表 6  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回归分析 

模型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Sig. 
B 标准误差 

模型 1 

常量 1.042 0.229 0.000 

创业基础课程 0.329 0.082 0.000 

互联网+创业课程 0.229 0.064 0.000 

创业专业课程 0.082 0.077 0.287 

理论教学法 0.123 0.098 0.019 

实践教学法 0.191 0.123 0.006 

模拟实训法 0.054 0.087 0.459 

教师有创业经验 0.030 0.074 0.682 

教师有相关专业背景 0.093 0.069 0.061 

教师个人魅力 0.179 0.071 0.011 

模型 2 

常量 0.786 0.247 0.002 

创业基础课程 0.189 0.089 0.014 

互联网+创业课程 0.230 0.075 0.000 

创业专业课程 0.193 0.069 0.008 

理论教学法 0.153 0.066 0.020 

实践教学法 0.212 0.088 0.005 

模拟实训法 0.040 0.087 0.539 

教师有创业经验 0.103 0.080 0.023 

教师有相关专业背景 0.023 0.103 0.694 

教师个人魅力 0.047 0.093 0.530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嘉兴高校中的 205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利用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

探讨了创业教育中的各要素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

影响，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创业认知方面，创业基础课程、“互

联网+创业课程”均能提升大学生对创业的认知；

在教学方法方面，不管是理论教学法、实践教学法

还是模拟实训法，均能提升大学生的创业认知；在

教师个人特质方面，有创业经验和有个人魅力的教

师对大学生的创业认知比有相关专业背景的教师更

为显著。 

第二，创业教育课程与大学生创业意愿均显著

相关，即不管何种创业教育课程，它们都会影响大

学生的创业意愿。理论教学法和实践教学法与大学

生创业意愿显著相关，而模拟实训法与大学生创业

意愿在统计意义上无显著相关。教师个人特质与大

学生创业意愿无统计意义上的相关。 

针对以上结论，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积极开设创业教育相关课程。创业基础

课程、创业专业课程、“互联网+创业课程”对大学

生创业意愿均有显著影响。因此，嘉兴高校还可以

进一步普及创业教育相关课程，这有助于提升大学

生创业意愿。可以先在大一、大二年级普及创业基

础课程，包括创业基础导论课程和“互联网+创业

导论课程”；在高年级增加创业专业课程，如“创

业融资”“创业团队建设”“创业管理”等创业专业

课程。 

第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证表明，理论教

学和实践教学同样重要，嘉兴高校的教育模式重理

论、轻实践，而学生的态度是重实践、轻理论，但

事实上理论与实践同样重要。虽然模拟实训并不能

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但模拟实训教学方法可以

提升大学生的创业认知。所以创业基础课程可以选

择理论教学法和模拟实训法来提升大学生的创业

认知，而创业专业课程可以以实践教学为主，以项

目驱动、实地调研为辅，增强大学生的创业意愿。 

第三，提升教师个人魅力。教师个人魅力包括

教师的个人气质、幽默感、渊博的学识等。创业教

育课程对授课教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创业教育授

课教师需要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增加

实践经验，提升个人魅力，对创业具有热情，充满

自信等，这样才能成为合格的创业教育授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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