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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是大学有效开展创新创业教育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基于个人—环境

匹配理论，依据多主体的不同供求情况，从个人—环境整体匹配程度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创新创业课

程体系的设计方法。研究发现：高校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中的个人—环境匹配关系可以归纳为学生—教

师、学生—学校、学生—企业三个维度，并可进一步细化为需求与供给匹配和要求与能力匹配：可以

从提高供求匹配程度、使能力与要求相适应、防止个人—环境不匹配情况的产生三方面出发，进行水

平课程体系和梯度课程体系的设计，并给出相应的实施建议和方法，以解决我国当前创新创业教育形

式化和实用性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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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向“大众

化”阶段的过渡，大学生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

峻。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已经不能很好地适

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具有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的

人才日益受到市场的青睐。在此背景下，创新创

业教育的兴起成为必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的斯隆管理学院通过设置创业中心来整合创业

理论和实践双轨教育[1]；百森商学院设置的 33 门

创业课程，涉及创业产生、发展、管理和收获的

全过程[2]；斯坦福大学也构建了斯坦福创业网络。

这些国际名校关于创业课程的改革已经向世界

传递出了大学教育开始注重创新创业教育的信

号。在中国，很多大学也开始关于创新与创业的

积极尝试和探索，如清华大学的 I-center 帮助学

生进行创业实践；上海交通大学也全方位打造创

新创业生态体系。由此可见，建设一套系统科学

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并尝试在实践中推广是全

世界大学的目标，而创新创业教育有效推广的重

要载体之一便是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如何有效地设计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培养出

具有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的创新创业人才成为

理论与实践关注的焦点。基于此，本文在对研究

现状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从个人—环境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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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视角，提出创新创业课程体系设计的具体思

路与方法。 

    二、文献综述 

    创新创业教育自 20 世纪 80 年代传入我国以

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

报告》显示，在教育部及高校的大力支持下，创

新创业教育的软硬件设施建设得到极大提升[3]。

但实践证明，条件好的高校不一定能产出更多的

创新创业成果，反而存在“双创教育低效产出” 

的问题[4]。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学者从宏观层

面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在培养对象方面，王

占仁认为创新创业教育不应该只局限于经管专

业而应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基于此提出“广谱式”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原则 [5]；而《创业教   

育—— 世界主要国家创业教育》一书则提出，创

新创业教育最终应该聚焦于创新创业爱好者[6]。

在培养原则方面，多数学者一致认可的是将创新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原则[7]、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原则[8]、渐进式原则[9]等。以上研究在一

定程度上指出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大方向，却并没

有给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 

    为了促进理论更好地转化为具体的操作方

法，学者们不断地对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研究进

行细化，从课程体系、创业环境、创业意向等方

面提出提升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方法。童晓

玲通过分析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关系发现，创新创业教育实施的成功与否与其

利益相关者有密切联系，基于此提出了影响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因素并设计了相应的

教育体系来满足各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10]。李慧

清基于对国外优秀课程体系中的课程群组成、创

业环境以及实践的考察，从创业环境约束的视角

审视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提出了相关建议[11]。卓

泽林和赵中建考察了教师与学生供求之间的差

距，对创业师资队伍的建设进行了“应然”与“实

然”的对比，并针对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匹配关系

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方案[12]。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学界对创

新创业教育的研究逐步从宏观大方向过渡到注

重实践，从总体原则论述的细化到课程体系设置

等具体操作方法的设计。尽管如此，目前创新创

业课程体系的设计仍然存在两方面问题：一在培

养方式上，以灌输式培养为主，较少考虑学生自

身的需求，并未从本质上进行“课堂革命”；二

在整个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中，常常存在供求双方

不匹配的情况。要解决这一问题，“只研究学生

创新创业方面的诉求或只关注学校提供什么样

的课程”的思路均不可取，应该将创新创业教育

体系中的主体进行统筹思考，做到对症用药，供

求匹配，才能事半功倍。如果能够为学生提供创

业过程中迫切需求且实用性强的双创课程，那么

学生将会对于这类课程产生兴趣。综上，双创课

程的设计需要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综合考虑。已

有学者开始从研究单一主体到关注双创教育中

个人与环境的交互影响(即从学生或学校等单一

角度过渡到考虑学生需求和学校、教师供给等多

角度)[12]，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持续深入。供求

匹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往往对于需求的反馈是

动态的，对供给的提高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这使得供给落后于需求成为一种常态。 

    三、个人—环境匹配与创新创业的关联性 

分析 

    (一) 个人—环境匹配理论在创新创业教育

中的应用 

    个人—环境匹配(Person-Environment Fit，简

称 P-E Fit)理论被频繁用于人力资源管理中员工

满意度的研究。该理论同时包含个人和环境两个

维度，个人要素主要指员工，环境要素主要包括

工作、组织、职业、群体和个人等五个维度。将

该理论引入创新创业教育领域，个人要素就是指

学生。在环境要素方面，学生的工作是学习创新

创业知识并产出相应的成果；学校是学生所在的

组织；企业中的职位代表学生未来的职业取向；

群体和人分别是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的匹配关

系。因此从维度论出发，结合本文所研究的主题，

个人—环境匹配关系可以分解成以下三个维度：

学生—教师匹配、学生—学校匹配、学生—企业

匹配。为了便于对每个维度进行匹配程度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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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本文借鉴内涵论的相关观点，将上述三个维

度从需求与供给匹配、要求与能力匹配两个方面

进行衡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个人—环境匹配理论在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维度划分和测量 

维度 测量 内涵阐释 

学生—教师匹配 
需求与供给匹配 学生对于创新创业知识的需求与教师供给 

要求与能力匹配 教师要求与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学生—学校匹配 
需求与供给匹配 学生对于创新创业条件的需求与学校供给 

要求与能力匹配 学校要求与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学生—企业匹配 
需求与供给匹配 学生对于创新创业内容的需求与企业供给 

要求与能力匹配 企业要求与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二) 个人—环境匹配理论与创新创业课程

体系设计的关系 

    依据表 1 的划分，个人—环境匹配理论与创

新创业课程体系设计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如下三

个方面。 

    第一，学生—教师匹配与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设计的关系：在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中，学生与教

师的关系最为密切，教师向学生传授创新创业知

识，培养其创新创业能力；学生接受教师的考核。

因此教师的教学需要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学生

的能力也应该达到教师期望的标准，只有这样才

能提升创新创业教育的效率，得到好的课程实施

效果。 

   第二，学生—学校匹配与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设计的关系：学校是学生所在组织，因此学生与

学校的关系和人—组织关系类似，并且已有研究

发现人—组织的匹配与绩效水平关系密切[13]。

Gilbreath, Kim 和 Nichols 研究也证实，学生和大

学的良好匹配能够很好地预测学生的个体行为

(如满意度及心理健康等)[14]。当学生与学校的价

值观相同时，学生便能够理解学校设立某些课程

的意图，并积极响应，同时其行为也会获得学校

认可，促进自己的创新创业知识转化为相应的成

果，培养创新思维和提升创业能力；学生为实现

创新创业目标会产生一定的需求，如果学校供给

能够契合这种需求则会促使学生的任务更好地

完成，学生也会获得正向激励。 

    第三，学生—企业匹配与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设计的关系：当前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而企业对

于创新型人才却有着大量需求。为了让学生在就

业中更具竞争力，学校需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

重企业招聘需求与学生能力的匹配，才能在未来

更好地促进学生成功就业。同时，企业也需要加

强和学校的合作，提供学生有需求但学校尚且无

法更好满足的课程，实现企业、学校和学生的  

共赢。 

    当学生—教师、学生—学校和学生—企业处

于供求不匹配状态时，会产生不同的效应。根据

Edwards 和 Rothbard 的研究结果[15]，当供给小

于需求时，个人需求得不到满足，往往会产生紧

张等负面情绪，从而影响绩效；当供给大于需求

时，会产生三种效应：一是转移，即当前内容将

对其他领域产生促进作用；二是抵消，即过多供

给不但对当前的领域无法促进，还会因为激励过

度而对其他领域造成影响；三是保存，即当前并

未产生效果，通过不断积累，未来将发挥重要作

用。此外，高水平的匹配程度产生的积极效果往

往大于低水平的匹配程度产生的积极效果，各维

度中更具显著性的匹配将会对个人—环境匹配

整体产生更大影响，该影响可为正也可为负。另

外，Jansen 和 Brown 对多维度匹配的分析表明，

多维度匹配具有一定的补偿效果，即好的匹配可

补偿较差的[16]。例如，在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中，

教师在授课时适度延伸、因材施教，将会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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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弥补学校公共类课程供给与学生个性化

需求匹配程度较差的问题，使综合个人—环境匹

配程度较好。 

    四、基于个人—环境匹配理论的创新创业课

程体系设计 

    个人—环境匹配程度高的课程体系就是整

个课程体系中各主体的供求能够较好地耦合，学

生能力能够达到相应的要求。因此，课程体系设

计需要满足以下三方面的要求：第一，学生所

需与教师、学校、企业供给三方能形成互补关

系。第二，教师、学校、企业对学生的能力要

求，学生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第三，根据 Edwards 

和 Rothbard 的研究结果[15]，如果对供求不平衡

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加以控制，就会减少紧张和

抵消等负面效应，促进保存和转移等积极影响。

基于此，本部分将给出基于个人—环境匹配理

论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设计的具体方法，主要

包括建立水平课程体系与梯度课程  体系。 

    (一) 基于个人—环境匹配理论的水平创新

创业课程体系设计 

    水平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是指针对某一年级

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它的设计要点在于以水平

的视角看待某年级的课程体系，并对课程体系内

部各模块供求匹配程度进行调整。设计水平创新

创业课程体系的具体步骤为：①根据学校实际情

况，将某一年级课程体系中的内容进行模块化处

理，即按照一定的规则将内容分为相互支持与协

调的多个模块；②了解相应模块的学生—教师、

学生—学校、学生—企业的匹配程度；③针对供

求不匹配的模块，寻找不匹配的原因，对其匹配

程度进行调整。以上步骤如图 1 所示。 

 

 

图 1  水平创新创业课程体系的设计步骤 

 

    在对匹配程度进行调整时，可以通过增加(或

减少)供给或抑制(或刺激)需求来实现。首先，对

于那些学生有需求且对创新创业有重要帮助而

供给不足的模块，学校除了应增加该部分的供

给，还要教师和企业进行积极的沟通，利用现有

条件尽可能满足学生的合理需求。其次，对于那

些客观上对创新创业有帮助但是不能满足学生

主观需求的模块，学校应在思想层面对学生进行

教育熏陶，逐渐使其意识到该模块内容的重要

性。如学校积极采取措施优化该模块，可以通过

增强其趣味性、多样性等措施来激发学生的兴

趣，从而满足学生的需求；教师也可以加强课堂

上引导，提高学生的重视程度；通过社团举办系

列活动以鼓励学生参与，不断推广相关内容等。

再次，对于那些供给过多或需求基本饱和的模

块，教师、学校、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减少供给，

避免资源浪费。最后，对于需求不合理或教师、

学校、企业难以供给的模块，学校应对学生的需

求进行科学合理的引导，说明原因，同时减少不

合理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创新创业教育不能与专业教

育割裂开来，需要全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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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有机融合，将创新创业课程融入专业课程

中，将创新创业精神渗透到专业教学的各个方

面。一方面，创新创业教育不会给学生带来较重

的负担(发挥抵消的效应)，另一方面，可以鼓励

学生更加努力地学习专业知识，未来在专业领域

更好地发挥其价值(发挥保存与转移的效应)。实

现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重要环节是

供求主体之间的有效联动，即相互关联的两个主

体，一个变化时，另外的也及时随之变化，需要

知识技能、教授主体、教授平台与载体以及教授

对象和环境之间等多方的联动[17]。当教师与学校

的供给能够与学生的需求较好地互补时，匹配双

方的主体才能实现更好的联动。除此之外，创新

创业实践亦是多方联动的重要环节，每阶段的水

平课程体系需要保证一定的实践课程比例，注重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校应将学生的需求考虑在

内，与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形式多样的实践机

会。随着学生需求的不断变化，课程体系中相应

内容的供给也应有所变化。所以，个人—环境匹

配的水平创新创业课程体系的设计是一个动态

变化的过程。 

    (二) 基于个人—环境匹配理论的梯度创新

创业课程体系设计 

    梯度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是指由各年级的创

新创业课程所构成的整体课程体系，这种课程体

系是连贯的、完整的、渐进的。它的设计要点是

以垂直的视角将各阶段课程体系关联起来看待，

从针对性、供求匹配程度、对学生能力的要求三

方面入手，合理规划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当然在

这一过程中要同样注重对保存、转移、紧张、抵

消 4 种效果的控制。在初始阶段，由于教师、学

校、企业的创新创业教育供给普遍高于学生的需

求，对学生的创新与创业能力要求也高于学生所

具有的水平。当供给大于需求时，将产生抵消、

保存或转移等效果，此时应从以下方面开展工

作：首先，学校应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指导，保证

学生完成本专业课程学习，避免其无法平衡专业

学习与创业活动，导致抵消的负面效果；其次，

学校应引导学生从自身专业出发学习相关创新

创业知识，以便未来更加有的放矢；最后，教师、

学校和企业对学生能力的要求要有合理的期许，

不宜过高或过低。随着培养的深入，学生将对创

新创业教育有更好的了解，部分学生将产生更多

的兴趣，这时教师、学校和企业应随着学生需求

的增加而给予更多的供给，以提高对学生能力的

要求，避免因供给不足导致学生产生紧张等负面

情绪，或是要求过低使学生动力不足。综上，梯

度创新创业课程体系的设计要注意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要明确不同阶段课程体系所要达到的

匹配程度；第二，要对不同阶段课程的匹配程度

及时做出合理的评价，以了解各阶段学生—教

师、学生—学校、学生—企业的供求匹配及要求

与能力匹配的现状；第三，要针对现状与期望间

的差距，寻找水平课程体系中某一阶段问题产生

的原因并采取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在具体操作环

节，还应注意以下方面： 

    1. 坚持培养全程化的原则 

    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关键在于明确培养

什么样的人才以及达到何种培养目标[18]。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并非要求每个大学生都当创业者，而

是通过普遍的培养，最终帮助少数人成功实现创

业，大部分人能够拥有创新创业基本素质，满足

社会对于创新创业型人才的需求。在培养过程

中，高校要给予每一位学生充分的发展机会，激

发他们的潜能，通过时间的积累，最终发现真正

的创新创业爱好者。所以，创新创业教育应坚持

全程化的培养原则，通过先采取广撒网的策略筛

选出有创业兴趣的爱好者。首先，高校需要将创

新创业教育融入整个大学的人才培养过程。但

是，由于知识背景的差异，不同专业的大学生的

需求及能力也不同，教师、学校、企业应根据学

生的差异，有针对性提供供给，制定不同的能力

要求。其次，对于不同类别的学生，创新创业课

程设置的目标不应“一视同仁”。由于学生对于

创新创业的兴趣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越来

越明显的差异，学校要挑选出那些兴趣强烈、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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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新创业才能或创新创业实力的学生，注重对

此类学生进行差异化培养，给予与需求相适应的

供给，以提高对其创新创业能力的要求，使他们

迅速成长。 

    2. 建立“维生素”四大梯度平台 

    梯度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应针对不同的年级

建立四大阶梯平台，包括通识教育平台、专业融

合平台、实践完善平台和创业体验平台。通识教

育平台旨在普及通识知识，激发学生对创新创业

的兴趣，使学生具备基础的创新创业能力。专业

融合平台需要结合专业内容与特点，引导学生了

解学科前沿理论、技术，注重对其创新创业人格

的培养，逐步提升学生将创新创业知识与专业知

识结合的能力。实践完善平台针对有创新意识与

创业潜质的学生，开设创新创业选修课，引导学

生积极参与创新创业竞赛，用学到的方法和技巧

来分析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为日后创业活

动打下坚实的基础，充分发挥个人—环境匹配理

论中转移与保存的功能。创业体验平台则是针对

正在创业的学生，给予相应的指导，帮助他们掌

握企业运营的方法和技巧，切实推进项目的落地

和已运行项目的良性发展。 

    随着平台专业性的提升，创新创业爱好者与

非爱好者的差异将会显著增强。若依据创新创业

爱好者的需求与能力，来提供相应的供给和确定

相应的要求，必然使非爱好者的需求与教师、学

校、企业供给差距拉大，能力与要求相距较远，

所以必定会存在供求不平衡的情况。当供求处于

不平衡状态时，该如何设计各个平台的课程体系

呢？本文引入维生素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创新

创业课程体系中每一模块的内容就如同身体中

的维生素，当维生素摄入量不足时，个人身体机

能较差，甚至出现疾病；随着维生素摄入量的增

加，个人健康逐步达到最佳状态。然而当维生素

摄入过多时，将引发两种可能效应：第一种是持

续效应，即过多的维生素摄入不会损害健康；第

二种是额外损害效应，即过量摄入损害人体健 

康[19]。以上效应作用效果如图 2 所示[20]。 

 

 

图 2  维生素作用效果变化 

 

    类比维生素对人体的效用，本文认为对大部

分非创新创业爱好者而言，当供给大于需求时，

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中一部分内容(如创新意识的

培养等)的供给将会产生持续效应，这些内容都将

有助于大学生基本素质的提升，无论创业与否都

必不可少；而另一部分内容(如自主创业实践，专

业性极强的创业知识等)将仅仅满足创新创业爱

好者的强烈需要，对于非爱好者可能产生额外的

损害作用，因为这些内容主要用来帮助未来的创

业者更好地创业，强迫非爱好者参与只能给他们

造成负担，并且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也未必需要

达到要求。所以对于不同的平台，学校应给予不

同类型的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同时学校应

完善信息发布渠道，及时告知学生相应的资源，

通过学生的自主选择，实现资源在不同类型的学

生之间自主的匹配，使不同类型学生的能力达到

不同的要求。 

    3. 建立四位一体的评价机制 

    要及时了解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中个人—环

境匹配情况，就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

四位一体的评价机制是指四位主体对四类匹配

情况进行反馈，学校根据四方反馈对创新创业课

程体系进行调整。四位主体包括学生、教师、学

校、企业；四类匹配包括学生—教师、学生—学

校、学生—企业供求匹配和要求与能力匹配；四

方反馈是指四位主体对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实施

情况的反馈。在操作过程中，需要关注以下几个

方面：首先，我们要综合考虑学生与环境的交互

作用，所以学生、教师、学校和企业都应参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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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次，根据个人—环境匹配理论，我们需要

考查学生需求与教师供给、学生需求与学校供

给、学生需求与企业供给、学生能力与相应要求

这四方面的匹配情况，来综合考察该校课程体系

的个人—环境总体匹配情况。最后，学生根据自

己的需求获得满足的程度来对教师、学校与企业

的供给情况进行反馈；教师通过学生的课堂表现

以及与学校、企业的沟通情况，以了解自己的供

给是否满足学生需求，在调整自身供给的同时，

也为学校、企业提出相应的意见建议；学校通过

考察学生的能力是否达到要求，以了解学校的培

养是否有效，随之调整其相关供给和制定合理的

要求，与企业沟通，接受企业对学生质量的反馈；

企业根据教师、学校要求来提供相应的资源，并

对学校输送的人才质量进行反馈。以上内容如图

3 所示。 

 

 

图 3  四位一体的评价机制 

 

    五、结语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分析，本文认为考

虑个人—环境匹配是创新创业课程体系设计的

一个重要出发点。基于个人—环境匹配与创新创

业的关联性分析，本文将个人—环境匹配理论引

入到创新创业课程体系的设计中来，按照维度论

与内涵论归纳为学生—教师、学生—学校和学生

—企业三个匹配维度，具体又可细化为需求与供

给匹配和要求与能力匹配。在此基础上，从提高

供求匹配程度、使能力与要求相适应、控制不匹

配时的效果三方面出发，设计了水平课程体系和

梯度课程体系，并提出了相关的实施建议和   

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从整体上给出了基

于个人—环境匹配理论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设

计的方法与建议，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不同学

校可以按照本文提出的方法论，结合自身的具体

情况进行更为细致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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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sig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system is the key problem in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universit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Based on the individual-environment 

matching theory and the situ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multi-ag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sign 

method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gree of overall 

matching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discovers that the relationship of 

individual-environment matching in universit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system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as student-teacher, student-university and student-enterprise. They can be 

further refined into the matching of demand and supply and the matching of requirements and abilities. It 

also finds out that the horizontal curriculum system and the gradient curriculum system can be design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adapting abilities to requirements, 

and controlling the effect when mismatch. Then the corresponding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s and methods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formalization and poor practicality of curr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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