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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新创业教学注重的是学生的创新思维、机会识别和决策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理

论联系实践和充分考虑学习者的个体差异。由于心智会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和管理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因而从创新创业教学知识点出发，结合问卷调查和神经学实验对心智进行收集与分析，并以教学中的

知识点认知创业机会为例，对主动型创业者和被动型创业者进行调查，分析了他们的心智特征。研究

结果有助于创新创业个性化教学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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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的提出，掀起

了我国创新创业的热潮，此后我国政府陆续出台

的创新创业扶持政策，以及资本市场相继开通的

创业板、新三板和科创板等上市通道，为创业者

提供了广阔的融资渠道和退出方式，使得我国的

创新创业充满了活力。然而，在创新创业活动日

益活跃的同时，其潜藏的风险同样值得关注，特

别是大学生创业所面临的风险更是值得深思。调

研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大学生创业失败率高达

95%[1]。在如此严峻的现状面前，创新创业教学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创新创业教学注重的是学生的创新思维、机

会识别和决策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理

论联系实践，这与机械式、循序渐进的传统教学

大相径庭。在创新创业教学过程中，如何从学生

的个性特征出发，因材施教，是广大创新创业教

育教师非常关心的问题。在此，从心智特征角度

出发，结合问卷调查和神经学实验观测方法，进

行创新创业教学知识点相关的实证研究，为创新

创业个性化教学提供帮助。 

    一、相关文献回顾 

    (一) 心智模型 

    心智模型中的“心”，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

“内心、心理”，“智”即“智力、智能”。因而

心智模型指的是人的内心心理与自身智能相结

合的模型，是人类大脑对周围现实世界的环境进

行摄取和接受输入刺激后，大脑自身所构建出的

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小世界模型”[2]。该模型

的形成过程可以看成是个人在进行不断的知识

积累和经验积累之后，形成的一种映射反应[3]。

除此之外，有一些心智模型通过瞬间刺激也可以

形成。心智模型除了会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之

外，还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学习的态度及

行为，有学者对高职院校学生心智模式进行了研

究，认为一些学生需要在认知固化、经验同质化

等心智方面进行改善[4]。 

    在心智模型的研究上，有学者认为心智是个

人的内心思想，模型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为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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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的思想，通常把内在的特征抽象成一种外在

的表现形式，即心智模型[5−6]。还有学者对当代大

学生的心智和情绪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心智模型

的自我心智、社会化心智、自主心智和自由转化

心智等不同阶段的心智，给出了大学生心智与情

绪管理的建议，包括尊重与他人之间的相处边

界、有效沟通、对自己引起的情绪负责、学会倾

听等，并且提出要持续地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改

变或扩张自己的认知[7]。 

    (二) 创新创业教学 

    在创新创业教学上，有研究者把体验式学习

引入到教学中，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将“个体

创业行为体验培养”作为核心教学内容，以此来

培养学生的内在创新创业精神和加深学生们对

创新创业的理解[8]。在创业决策中，有学者认为

直觉非常重要，由于创新创业教育是大学生综合

素质培养实践性课程，因而在创新创业知识体系

和能力体系的构建上，可通过创设学习情境、参

与创业实践活动和引导学生反思来构建创新创

业教学[9]。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创新创业教学要

创设真实的情景，可以进行任务驱动、团队学习、

项目引导、实践运作等一系列活动来构建创新创

业教学模式[10]。 

    此外，有学者认为开放式的创新创业教育对

于教育知识的普及和创业技能的培养非常重要，

为此，提出了引入互联网思维来推进双创教育的

思路[11]。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上，可以基

于开放式工程训练来培养，对此，有一些学者采

用了文献归纳法、案例研究法和实证分析法等进

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接受开放式工

程训练，能更好地锻炼他们的创新创业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能力[12]。 

    二、研究框架 

    (一) 研究框架 

    基于心智特征的创新创业教学研究框架主

要包括理论与方法、心智特征研究和创新创业教

学策略三部分，如图 1 所示。 

 

 

图 1  创新创业教学研究框架 

 

    从图 1 可知，创新创业教学研究是在采用心

智模型理论和文献归纳法、问卷调研与访谈法、

神经学实验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依据创新创业

教学知识点的需要，结合问卷调研与神经学实验

对个体心智数据进行采集，当数据采集完，经过

预处理后供心智特征分析使用，通过分析归纳整

理出心智特征，进而将其应用于创新创业个性化

教学。在上述研究中，神经学实验是通过 EEG

实验来完成的，它基于人脑对外界刺激所形成的

脑电图来进行，由于人的思维、情感和心理活动

通过脑电图均能有所体现，因而神经学实验方法

正逐步被应用于各领域的研究中。 

    人的大脑不管是在思考还是在睡眠状态下，

大脑皮质的神经元细胞一直在工作，会发出电

波，其产生的脑电波频率低于 30 Hz，详细的脑

电信号波形与频率的对应如表 1 所示。 



                                                                                           2021 年第 12 卷第 3 期 

 

18
 

表 1  脑电信号波形与频率描述 

波形 频率/Hz 幅度/μV 备注 

δ 0.5~3.5 20~200 该节律波形容易在成年人的深度睡眠中出现 

θ 4~7 100~150 
处于潜意识，该节律波容易出现在儿童时期或成人疲困的时候，中枢神经系

统出现抑制，在脑袋的顶部和颞部位出现 

α 8~13 20~200 
处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容易在放松、闭眼、安静但觉醒的精神舒畅状态下

出现，在脑袋的枕叶部位出现 

β 14~30 5~20 
该节律波容易在自身紧张、兴奋、压力精神状态时出现，通常集中在脑袋的

顶叶和额叶部位 

 

    (二) 教学知识点 

    创新创业教学的知识点主要包括：创新创业

思维、创业者类型、认知创业机会、创业团队、

创业资源、商业模式、商业计划书、创业融资等。

上述知识点的主要内容如图 2 所示。 

 

 

图 2  创新创业教学知识点 

 

    (三) 研究设计与实证 

    1. 问卷设计 

    心智数据的采集主要通过问卷调研与神经

学实验观测来完成，以创新创业教学中的知识点

“认知创业机会”为例，其问卷的设计涵盖个体

先验知识、创业警觉性以及个人品质等与心智相

关的内容。其中，创业警觉性方面的调查问卷示

例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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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创业警觉性调查问卷示例 

序号 问题 选项 

1 
我能够觉察到尚未满足的客

户需求 

A 坚决不同意 

B 比较不同意 

C 中立 

D 比较同意 

E 非常同意 

2 
我会努力关注周围的商机情

况 

A 坚决不同意 

B 比较不同意 

C 中立 

D 比较同意 

E 非常同意 

3 

在识别创业机会时，我更喜

欢去主动寻找新的人脉关系

来为我提供灵感。 

A 坚决不同意 

B 比较不同意 

C 中立 

D 比较同意 

E 非常同意 

4 
我对新的行业理念特别留意

或有敏锐的视角 

A 坚决不同意 

B 比较不同意 

C 中立 

D 比较同意 

E 非常同意 

    2. 心智信息收集 

    心智信息主要通过问卷和 EEG 神经学实验

观测来收集，其中问卷是通过线上与线下进行收

集，问卷发放的对象来自教育业、计算机服务业、

培训、生物医药、食品、服装、批发与零售等多

个行业的创业者。在问卷的发放数量上，总共对

外发放了 290 份问卷，回收了 259 份问卷，经过

筛选和确认，最终认定为有效的问卷是 224 份，

上述问卷里主动型创业者 195 位，被动型创业者

29 位。在与这些创业者进行沟通后，分别邀请这

两类创业者中的 6 位参与到神经学实验，观测他

们在“认知创业机会”实验中的脑电波，EEG 神

经学实验过程如图 3 所示。 

    在 EEG 神经学实验中，实验范式采用的是

Oddball 实验范式。该范式采用标准刺激和偏差

刺激两种不同的刺激源，是事件相关电位诱发实

验的经典范式。它将标准刺激和偏差刺激以随机

形式来呈现，但是二者出现的概率不同，并且标

准刺激出现概率远大于偏差刺激(靶刺激)，如呈

现 70%的标准刺激概率，被试在以上两种刺激下

的脑电波形均被采集。实验包括如下步骤： 
 

 

图 3  EEG 神经学实验过程 

 

    步骤 1：实验前准备。被试头部保持清洁，

在专用的实验室里带上脑电帽，该脑电帽测试点

的电极与信号采集器相连，电极的摆放与国际标

准的 10~20 电极摆放位置一致。 

    步骤 2：实验进行。被试面前的平板电脑屏

幕距离约为 80 cm，水平×垂直视角约为 3.5°×

2.5°，创业机会识别测试相关的靶刺激素材随机

出现，被试在平板电脑上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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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3：信号收集与分析。被试在实验中的

脑电信号数据通过信号采集器被收集，然后供专

有的软件进行分析，如通过 EEGLab 进行分析。 

    步骤 4：实验后交流。被试填写实验感受表，

对此前自己在实验中的感受做出主观的表述。 

    3. 信度与效度检验 

    在问卷的信度检验上，采用的指标是克伦巴

赫(Cronbach) α系数，该系数取值在 0 到 1 之间，

此系数越接近于 0，问卷的可靠性就越低，相反，

此系数越接近 1，则问卷的可靠性越高。从收集

到的 224 份问卷的信度检验结果来看，克伦巴赫

α系数为 0.803，该系数大于 0.8，信度检验通过。 

    在问卷的效度检验上，采用的是 SPSS 中提

供的 KMO 和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收集到的

224 份问卷进行上述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KMO 和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762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574.073 

 自由度 df 276 

 显著性 Sig 0.000 

 

    由于 KMO 值高于 0.7 时，表明问卷设计量

表的效度较好；与之相对，KMO 值低于 0.6，则

表明问卷设计量表的效度较差。从表 3 可知，

KMO 值为 0.762，处在 0.7 以上，效度检验通过。 

    4. 实证数据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创业者年龄：样本中的 224 位创业者，年龄

均数是 31.2 岁，年龄分布如图 4 所示。 
 

 
图 4  创业者年龄分布图 

    从图 4 可知，被调查的创业者主要集中在

25~35 岁之间，其中 25~30 岁的创业者占据多数，

呈现年轻化的特征，这与当前我国的创业者人群

年龄分布基本相似。年轻人思维活跃，创业接受

度较高，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阶段，具有更强烈

的创业意愿，且年轻人家庭负担较小，冒险成本

较低，对于风险的容忍度更高，更愿意尝试与探

索，所以拥有更强的创业动力。 

    创业者性别：被调查的创业者中男性为 187

人，占比 83.48%；女性为 37 人，占比 16.52%。

从被调查的样本来看，目前我国的创业者中，男

性居多。相比女性，男性更愿意尝试与冒险，而

女性通常更为保守和谨慎。创业活动具有极高的

不确定性，机会往往会伴随着风险，由于创业情

境等的不断变化，创业活动开展的过程中经常面

对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风险决策的情况，男性

面对风险更为积极，愿意探索与尝试，所以更容

易开展创业行为，女性更愿意选择规避风险，所

以对于创业的开展更为谨慎，从而导致了创业市

场上男女性别比例的不平衡。 

    创业者学历：被调查的创业者中大多具有本

科以上的学历，样本中 224 位创业者的学历分布

如图 5 所示。 

 

 
图 5  创业者学历分布 

 

    从图 5 可知，样本中创业者具有本科及以上

学历的超过80%，其中硕士学历以上的超过10%，

这与我国目前创业者呈现高学历的趋势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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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高学历的创业者通常拥有更多的创业知

识和创业经验、更开阔的眼界、更强的判断和决

策能力以及学习能力。创业知识与创业经验能够

帮助创业者更好的进入市场，开展创业活动。高

学历创业者往往对于行业有着更全面的认识，能

够及时感知市场变化、更敏锐地发现并识别市场

机会，洞悉市场需求，找到顾客痛点，并根据已

有知识和经验做出快速、高效的决策，及时抢占

市场先机，提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或服务，

以提升企业价值。 

    (2) 创业警觉性分析 

    创业警觉性是创业者发现和识别市场机会

的能力，是创业者心智中个人特质的一部分。创

业企业能否正常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者

能否敏锐地发现机会，将机会转化成有价值的产

品或服务，并从中获利。创业警觉性影响着创业

者对机会的识别与感知，警觉性更高的创业者往

往能更敏锐地识别有价值的机会[13]，从而及时应

对环境的变化，对企业创业活动的开展产生积极 

影响。 

    根据收集的问卷和 EEG 脑电信号数据，对

主动型创业者和被动型创业者的创业警觉性进

行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创业警觉性分析 

比较项 
创业者类型 

主动型创业者 被动型创业者 

外界环境感知 较强 一般 

机会决策果断 较强 较强 

冒险精神 较强 一般 

决策场景下的 EEG 脑电信号 β波活跃 β波活跃 

 

    从表 4 可知，主动型创业者在外界环境感知

和冒险精神方面要强于被动型创业者，在机会决

策果断一项二者基本相当，在进行决策时，创业

者脑电 β波均较为活跃，表明此时的注意力较为

集中。相较于被动型创业者，主动型创业者对外

界环境的感知能力更强，在创业活动中体现在对

外界环境变化的感知更为敏感，对市场中的机会

和空白进行探索时更为主动。在冒险精神方面，

主动型创业者具有更强的冒险精神，更愿意做出

大胆的尝试，相较而言被动型创业者就显得更加

保守和谨慎。而对于机会的果断决策和决策场景

下的 EEG 脑电信号，二者的机会决策果断均较

强，在决策场景下，两种类型的创业者在脑电β

波方面未显示出明显差别。 

    三、结语 

    创新创业教学需要理论联系实践，充分考虑

学生的心智特性，在讲解教学理论知识的同时，

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创业思维的形成进行

个性化指导。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首先，考虑个体的先验知识，从学生个人经

验出发提供针对性的创新创业指导。可根据学生

已有的知识水平和创业相关经验，帮助他们分析

自身的优势与劣势，了解其对于不同方面创业知

识的掌握程度，鼓励其选择熟悉的领域，引导其

对于知识的薄弱与欠缺之处进行针对性的学习，

从而扬长避短，更好地进行创业。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充分激发学生的创业警

觉性，鼓励学生寻找感兴趣的领域，关注创业热

点和市场机遇。往往在学生偏好的领域，他们的

创业警觉性会更高，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与感知也

更为敏锐，因而可以在教学上进行引导，帮助他

们将创业警觉性应用到实践中，更好地认知创业

机会。 

    最后，在个体品质方面，充分挖掘学生的潜

质，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个人特质中蕴藏的价

值。创业充满不确定性，因而创新创业教学需要

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人特质，在教学方案的制订和

实施上，依据学生的心智水平因材施教，进行个

性化培养。 

    总的来看，创新创业教育是一个不断探索和

积累经验的过程，在此从心智特征视角对创新创

业教学进行研究，对主动型创业者和被动型创业

者在认知创业机会方面的心智数据进行了采集

和分析。其中，神经学实验观测手段被应用到研

究中。该研究有效避免了问卷调研容易出现的数

据偏差问题，所获得的数据较为客观，在创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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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研究方法上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今后的研

究中，可以从其他维度对创业者进行类型划分，

并对各类型的创业者进行心智特征的研究，帮助

他们更加了解自身特性，从而在创业方面做出理

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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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ocus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ability.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it needs to combine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fully consider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learners. Since the mind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d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based on the knowledge point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eaching, this paper use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neuroscience experiment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mental data. In addition, it takes the teaching 

knowledge point “cognitive entrepreneurship opportunities”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the active and 

passive entrepreneurs and analyze their mental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are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ed teaching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mental characteristic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neuroscience experiment; personalized teaching  
[编辑：胡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