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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学生视角，以上海理工大学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从创新创业认知、活动参与、课程体系、政策需求

四个方面对创新创业教育效果进行评价分析。调研还显示，大学生对创新的重要性和表现形式有正确的判断认识，

对创新创业课程体系较为满意。90%的本科生认为高校可以试行“允许大学生休学 1-2 年进行创业”的政策，这

为高校进一步制订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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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对我国建设创新型

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为积极对接国家政策，上海

市政府和各高校都出台了相应的措施，积极组织各

种类型的大学生创新活动，如组织上海市大学生创

新论坛等。上海市首批试点创业教育的改革院校之

一，同时也是上海市推进创业教育体系建设的两所

试点高校之一的上海理工大学，率先在全校开设创

新创业课程，并且还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学科竞赛、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创业教育，以全面提高在

校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自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政策实施以来，在上海

市高校中取得的效果如何？大学生对创新创业的

认知是否较为深入和全面？有没有积极地参与到

各种活动中去？各种政策还有哪些需要补充和修

改完善的？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人进行深入的调

查研究。学生是所有政策落地实施和活动开展的主

体，只有在他们身上得到好的反馈才能表明各种政

策和活动是有价值的。而他们反馈的问题也是最值

得深入反思和改进的。本研究站在学生的角度，以

上海理工大学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从创新创业认

知、活动参与、课程体系、政策需求四个方面对创

新创业教育效果进行评价分析。 

虽然我国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尚处于起步阶

段，但相关专家学者已经围绕这方面开展了广泛、

深入的研究。黄林楠和丁莉[1]从创新创业教育理论

出发，构建了适合我国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模

式，并通过对一届学生四年的跟踪培养论证了该模

式的可行性。陈希[2]和陈文娟等[3]分别从不同方面

阐述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育人的重要性以及开展

这方面教育的具体举措。我国很多省市和高校都实

施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其具

体效果如何？梅伟惠和徐小洲[4]较全面地总结了中

国高校创业教育 10 多年发展的情况和积累的经验，

并指出发展中存在的三大问题：大学生创业意识不

强、知识欠缺、能力薄弱。丁三青等[5]对“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的研究发现，“挑战

杯”这项创新活动很好地培养了参赛者的创新意

识、团队合作精神。朱红和张优良[6]对北京高校不

同创业形式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及专业匹配度的影

响机制研究发现，创新创业教育能够降低大学生创

业中的盲目性和非理性因素，并且能够提升大学生

的创业意愿。 

二、上海理工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实践 

2016 年，上海理工大学（以下简称上理工）被

列入上海 10 所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示范校（重

点培育）建设单位之一，这与上海理工大学在创新

创业体系建设、创新创业培训、竞赛等活动方面取

得的较好效果和优异的成绩密切相关。 

（一）上理工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建设 

在上海理工大学的课程体系中，除了专业类课

程、人文素养类课程和中国语言文化类课程外，还

单独设有创新创业类课程，并且 13 个学院和公共

实验中心共开设了 160 多个丰富多样的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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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其中，上理工的机械工程学院、光电信息与计

算机工程学院和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等三个

工科学院开设的创新创业课程最多，如“机械创新

设计与实践”“机器人创新设计”“计算机三维

建模竞赛与实训”“单片机应用与电子竞赛实

训”“电子创新设计与实践”“光电技术创新应

用”等。课程的实践性和创新性都很强，这有利于

学生更好地将理论学习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更加

有效地实现创新创业。 

上海理工大学不仅注重创新创业课程体系的

建设，而且从学分要求上强调创新创业教育的必要

性。学校规定自 2015 级本科生起，调整大学生毕

业学分要求，新设 4 个必修学分的“创新创业大作

业”。根据规定，学生在 6 年的弹性学制内必须修

完 4 个学分的创新创业课程才能够准予毕业。 

（二）上理工创新创业相关活动 

上海理工大学近年积极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每年设立国家、市、校三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项目，为大批学生提供创新实验、自主实践的

机会。2014 年国家、市、校三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

划项目 540 项（其中国家级 60 项、市级 180 项、

校级 300 项）。经过多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的实施和 2013-2014 年连续两年暑期大学生创业训

练营活动的举办，学生创新创业取得的良好效果逐

步显现，2014 年 20 多名学生走向创业道路，其中

4 个学生创业团队获得杨浦区创业启动资金、5 个

学生创业团队成功获取社会资金，融资合同金额达

1395 万余元，公司估值超过 3000 万元。 

2014 年各级各类大学生竞赛获奖近 300 项，其

中全国二等奖、上海市一等奖以上 100 多项，尤其

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

设计大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等国家

级赛事中，上海理工大学学生获全国一等奖以上 34

项。上海理工大学自 2009 年便开设了国内首个“创

业班”，在 26 位毕业生中正在进行创业项目的就

有 20 位学生。 

三、调研设计 

本次调查研究采用递进式的混合研究设计，第

一阶段进行小规模的调查，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切

实了解学生在创新创业课程学习上的情况，然后不

断改进调研问卷以能够更好地反映学生的真实情

况，从而为后期大规模调查奠定基础。第二阶段进

行大规模的调查数据收集和处理。 

（一）问卷设计 

根据调研的需要，主要从四个方面对调查问卷

进行设计：一是学生的基本信息；二是学生对创新

创业的基本认知情况；三是创新创业课程体系评

价；四是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情况和政策需求调

研。在第一阶段小规模调查时共设计了 30 个调研

问题，考虑学生回答时间太长会影响到问卷的有效

性，最终问卷聚焦到 13 个核心问题上。其中在创

新创业认知方面设置 3 个问题，在课程评价方面设

置 3 个问题，在活动参与和需求方面设置 5 个问题，

在与创新创业相关的个人特质方面设置 2 个问题。 

（二）样本收集 

本次调研选取的大学生样本主要是上海理工

大学管理学院大二到大四的学生，这主要是考虑到

高年级的学生基本上都选修了创新创业课程，他们

能更准确地对课程进行评价。鉴于网络问卷参与回

答的人太少，最终调研通过网络问卷和课堂纸质问

卷两种方式进行，共收到问卷 397 份，因数据不完

整或者选项之间有矛盾去掉 10 份问卷，最终得到

有效问卷 387 份。本研究主要针对本科生，去掉 2

份研究生的调查问卷，最终确定对 385 份问卷所得

数据进行分析。 

参与调研的 385 位学生所在年级分布，其中大

三的学生最多，占了 60%，这也比较符合调研需要，

一是他们已在校学习两年半的时间，对学校创新创

业课程有较多的了解，并且参与了一些创新创业活

动；二是他们还有一年多才毕业，对学校的课程体

系和政策调整还有切实的需求。本次调查的大学生

中男女生的比例是 46:54，性别比例基本平衡。 

四、调查结果分析 

（一）大学生创新认知情况分析 

根据调查数据，96%的学生认为创新能力是大学

生应该具备的重要能力，而且在大学从事发明创造

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并且根据对“创新一定是高、

精、尖的大项目，你同意吗？”这个问题的回答发

现，89%的学生不认可这一说法，这说明大学生基本

都对创新的重要性和表现形式有正确的判断认识。 

（二）大学生对创新创业的兴趣及参与情况 

目前上理工的学生对创新创业的兴趣和参与

度都不高。根据对大学生对创新创业讲座、培训、

大赛等活动的兴趣进行自我评分发现，65%的学生

具有较浓厚的兴趣，该比例显然不是很高，而且只

有 30%的学生表示有极大的兴趣。从他们对创新创

业讲座、培训、大赛三个活动的参与情况来看，参

与最多的是创新创业讲座，有 51%的人参与该活

动，而参与其他两项活动的只有 23%和 17%，并且

有 20%的学生未参与任何形式的创新创业活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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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参与 2 项以上创新创业活动的比例只有 24%，这

说明学生的参与度较低或者学校举办相关的活动

还相对较少。 

上理工的学生中有较大比例有创业的意愿。调

研问卷对上理工学生在大学期间或者毕业后有没

有创业的打算设置了三个选项：正在创业、打算创

业和没有考虑过，三项统计发现目前有 10 名同学

正在创业，占调查总人数的 2.6%。而选择“打算创

业”的有 135 人，占总调查认识的 35%。这说明上

理学生具有很强的创业意识和意愿，从表 1 可以看

出大学生对学校提供各种创业举措的需求情况： 

 

表 1  大学生创业对校方服务的需求 

问题：如果您进行创业，那么您希望从校方获得什么帮助？（可多选）

选项 占比 

A、设置学生创业部门，有相关老师为创业学生提供意见 55.6% 

B、开展关于创业的专题讲座 20.0% 

C、开展针对创业的培训班 33.5% 

D、举办关于创业的活动，提供模拟实践平台 56.9% 

E、有一定资金的支持 66.0% 

F、开办创业指导课程 36.7% 

 

学生希望从学校提供的 6 项服务中，有 66.0%

的学生希望获取一定的资金支持，这是 6 项服务中

最想获得的一项帮助。其次是学生希望学校举办创

业类活动，提供模拟实践平台及设置学生创业部

门，有相关老师为创业学生提供意见。而进行创业

的学生对开展关于创业的专题讲座和举办培训班

兴趣不大。 

（三）创新课程评价和政策需求 

上海理工大学目前开设了很多的创新创业课

程，并且要求学生修满 4 个学分，目前这些开设的

课程是否能够满足学生的需求，本研究从三个方面

进行了调查研究： 

（1）从数量上评估创新创业课程，研究发现

只有 56.8%的学生认为能够满足需要，该比例刚刚

超过 50%，说明学校开设的创新创业课程还较少，

不能够很好地满足学生需要。 

（2）从质量上评估创新创业课程，研究发现

69.1%的学生对创新创业课程评分较高，说明上理

工目前开始的创新创业课程整体上质量不错，能够

拓展和加深学生对创新、创业的认知和理解，但是

在质量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从学生对学校开设创新创业课程的服务

需求上，本研究根据与学生的沟通情况，设置了一

个调研问题，具体见表 2： 

 

表 2  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建设改善需求调查 

问题：在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上， 

您最希望学校加强以下哪些服务？（可多选） 

选项 占比 

A、提供更多企业家创新创业讲座 30.7% 

B、增设更多实践性强的课程 66.2% 

C、开设更多的不同类型的创新创业课程 42.9% 

D、提高创新创业课程质量 36.6% 

E、提供更加灵活的选课方式 

（根据自己需要选择而不是学分要求） 
69.1% 

 

从表 2 可以发现，首先，学生目前急需学校调

整创新创业课程的选课方式，通过与学生的深入交

流发现，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学校采取的学分制，每

个学生毕业前都要修满 4 个学分的创新创业课程，

而满足学生需要的创新创业课程较少，很多学生难

以选到自己想学习的课程。其次，根据调查结果发

现，66.2%的学生希望学校增设更多实践性强的课

程，给他们提供更多实际操作的机会，而不只是学

习很多关于创新创业理论性的知识。这个调查结果

与调查对象主要是管理学院的学生有一定关系，管

理学院开设的多是理论性的创新创业课程，而其他

学院开设的创新创业课程对管理学院的学生来说

难度较大，使得这部分学生希望开设更多与所学专

业相关的实践型创新创业课程。42.9%的学生表示

希望开设更多的不同类型的创新创业课程，这也反

映了学生对目前开设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不是很

满意，并且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认为应该加强现

有的课程体系教学质量。 

根据表 3 的数据可以看出，上理工学生大部分

都是比较支持学校实行这两项创新创业教育政策：

目前在上海市高校中，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为鼓励学

生创新创业，将本科毕业要求的 200 个学分压缩到 
 
表 3  大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的评价与需求调查分析 

政策评价调查 
您怎么评价“将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转化为毕业 

所修学分，以减轻创新创业学生学分压力”的政策？

政策评价意见 很好 不支持，不反对 反对 

统计结果 55.8% 38.7% 5.5% 

政策需求调查 
您认为所在学校是否需要实行“允许学生休学 

1-2 年进行创新创业”的政策？ 

政策需求意见 很需要 可以试行 不需要 

统计结果 12.7% 77.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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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50 个学分，以便为学生留下充足的时间来进行

创新创业学习和实践。此外，学校采取弹性学制，

学生在 3-6 年的时间内，可以休学创业，也可以边

学习边创业。从上理工的调查统计看，这两项创新

创业教育政策应该尽早在全校实行。 

（四）对正在创业学生的分析 

在本次调查的大学生中，有 10 位同学正在创

业，对这些同学的分析发现，在创新认识方面，他

们高度认可创新能力是大学生应该具备的，而且

70%的人不认为创新一定是“高、精、尖”项目。

他们都对创新讲座、培训、竞赛等方面的活动表现

极高的兴趣，并且积极参与这些活动。 

创业学生具有明显的个人特质，他们具有较强

的探索和冒险精神，乐于团队合作，都有工作实习

经历。但他们中 60%的人认为学习任务和作业量比

较繁重，这充分说明了他们为什么大都认为学校应

该积极推行“将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转化为毕业所

修学分，以减轻创新创业学生学分压力”的政策和

实行“允许学生休学 1-2 年进行创新创业”的   

政策。 

这部分创业学生对学校开设的创新创业课程

满意度较低，70%的人认为应该增设更多实践性强

的课程。并且他们一致认为对于这些正在创业的学

生，他们最希望学校能够提供一些资金上的支持，

其次是举办关于创业的活动，提供模拟实践平台，

50%的人还希望学校设置学生创业部门，有相关老

师为创业学生提供指导和建议。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大学生对创新创业的基本认知和活

动参与、创新创业课程体系评价、创新创业政策需

求三个大方面对上海理工大学的学生进行了调查

分析。根据调研，得出以下结论： 

（1）虽然大部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兴趣和参

与度不是很高，但仍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有创业的打

算，这说明仍有很多学生对学校提供各种创新创业

帮助和举措有很大的需求。 

（2）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上理工的创新

创业课程体系建设能使大部分学生满意。但仍有

70%的学生希望学校应提供更加灵活的选课方式，

增设更多实践性较强的课程。 

（3）高校可以试行“将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转

化为毕业所修学分，以减轻创新创业学生学分压

力”的政策和“允许学生休学 1-2 年进行创新创

业”的政策，这两项政策得到 90%以上学生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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