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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群体动力学的视角审视大学生双创教育，通过分析群体中各成员结构及其行为演变过程，

指出增强利益的耦合度是提升双创教育的动力源泉。从实践角度出发，指出优化双创教育的四点建议：

通过行为训练技术，夯实双创素养；在模拟项目的仿真情境中，锤炼双创技能；优化组织管理，避免

群体耗散效应的产生；引入成果导向的项目评估方案，锚定双创教育的市场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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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动力学”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

特·勒温在 1939 年发表的《社会空间实验》中

提出的，是以非正式组织的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

象的理论模型。库尔特·勒温首先为非正式组织

划分出四大结构：群体领袖、正式成员、非正式

成员、孤立者，然后借助场论、向量、群体内聚

力等新概念对格式塔化的群体行为进行全新的

诠释。该研究的重点是群体中各要素的依存关

系、相互影响和动力机制；研究的价值目标是解

释、预测、调控群体内的个体行为以及群体本身

的绩效，从而为组织管理提供科学合理的行动 

策略[1−2]。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以下简称双创教育)主

要是基于项目的非正式组织行为。该组织的成员

结构是：政府和高校为“群体领袖”，负责项目

的审核、批准、验收；“正式成员”包括教育团

队和参与项目的大学生，这部分人申报项目并在

执行项目的过程中锻炼相关能力，最后承诺达成

项目的目标；“非正式成员”主要是管理部门、

双创平台，其对群体行动起到保障和支撑作用，

并负责调控与团结双创群体；“孤立者”主要来

自社会市场，虽然基本上不属于双创群体，却是

双创教育的价值归属和成效验证者。 

    引入“群体动力学”理论，将有助于厘清双

创教育各成员的关系，锁定双创教育持续发展的

“源动力”，从而提升双创教育的运行效能，达

成其教育目标。 

    一、群体动力学视角下大学生双创教育的现

状分析 

    双创教育并非新事物，也非舶来品，而是社

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需求。国内高校的

双创教育，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 1997 年清华

大学开设的“创新与创业管理”课程[3]。随着经

济的日益繁盛，社会发展提档升级的需求必然越

来越强烈。2014 年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首倡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 2015 年的考察调研

中总理进一步提出“要消除各种束缚和桎梏，让

创新创业成为时代潮流，汇聚起社会经济发展的

强大新动能”[4]。自此以后，新一轮的创新创业

教育逐步走向前台并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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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考察和调研近年来双创教育的实际运

行情况，不难发现当下的双创教育虽然涌现了许

多以“新材料、高科技、互联网+”等为标签的

成果，但是与政府的求贤若渴、高校的鼎力推进

相比，成果的质和量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5]。 

    如果从“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视角反思其中

的原因，大致存在以下几点。 

    (一)“群体领袖”的角色不够鲜明，其导向

和引领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在大学双创教育中，作为群体领袖的政府和

高校理应负责顶层设计和价值引领。然而在现实

中，它们的作用和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6−7]。 

首先，各级政府出台的系列政策大多停留在

“广种梧桐树、企盼凤凰落”的层面上。例如，

创新创业园区的营建，金融政策的支持(发放培育

资金、税收减免、融资优待)，创业环境的优化(简

化申报流程、行政前期托管)，等等。这些扶持类

政策由于缺乏内在的引领推进机制，其运行效率

和运行质量往往不是很理想。追根究源，还是因

为政府不能勇当创新创业引领者的角色，甘愿退

居服务者的地位。这不仅导致政策针对的创业主

体不明确、创业类别不具体、创业实效难考核，

而且也容易使基层的政策执行者不能很好地把

握执行的力度，导致现实运行中针对大学生的政

策红利常常被有资源的社会创业者所侵占和  

挪用。 

其次，高校作为高智识的聚集地，理所当然

地应该成为双创的策源地和主战场。但是，考察

高校推动双创教育的各类举措，发现其明显带有

“学院派”的特征，主要精力在教育理念的宣传、

课程体系的建设、管理机制的理顺、支撑体系的

构建等方面。表面上看起来声势浩大，各种双创

平台、孵化园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各种创业大赛

激情四溢地开展，但是，实际运行效果往往差强

人意。细究之下，更是问题重重：比如双创教育

不系统、培育模式不成熟、师资力量匮乏、参与

学生群体错位、“伪”双创混迹其间，等等。其

本质的原因是高校的引领功能没有真正落到实

处，从而难以解决“双创的源头活水何处来？”

的根本问题。 

    (二) 群体“正式成员”的主动性没有彰显，

缺乏勇于拼搏的创新精神[8] 

正式成员包括教育团队和参与项目的学生，

这部分人是双创教育的实践者，是双创目标达成

的主要执行者[1]。这就要求正式成员必须具有较

强的主动性，并能持续发扬拼搏精神，通过整合

资源、寻求帮助来实现目标。 

目前，大部分双创教育团队来源于两类教

师：一类是科研上暂时没有明显的突破，囿于工

作量的考核要求，他们想通过双创课题凑足工作

量；一类是工作伊始就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的行政

人员，为了达成职称评聘要求，需要通过主持双

创项目来完成科研工作。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缺乏

创业热情，更缺乏创新思路，依靠他们带领双创

团队，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参与双创项目的大学生与理想中的情

形也相去甚远。人们通常认为，正在接受高等教

育的大学生，既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又具有超

强的学习能力，加上年轻有精力、无惧失败，在

学校和社会两方面大力扶持的优良环境下，理应

卯足干劲、敢闯敢干地实现青春梦想。现实的情

况是，一部分将要走向社会成为劳动者的大学

生，既没有优秀学生的勤勉自律，也认识不到创

新创业精神在人生道路上的珍贵意义。他们浑浑

噩噩地被动参与双创项目，导致实践中出现各种

消极的现象：有的同学心理承受能力弱，不是畏

惧失败不敢尝试，就是稍遇挫折就立刻退缩：有

的同学创业意志薄弱，因为家人、朋友的不理解

与不支持就轻言放弃；有的同学瞻前顾后患得患

失，有时想参与创业，有时又害怕耽误学业；有

的同学不会主动寻求助力，面对困难手足无措，

进而消极懈怠…… 

    (三) 社会市场作为双创教育成效的检验和

展示舞台，其主导作用未能充分体现 

    群体结构要素中的孤立者主要来自社会和

市场，是双创教育链接社会、服务社会不可或缺

的重要环节[1]。 

    众所周知，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走向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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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智能化、物联网化。社会所需的人力资源将

由高素质从业者逐渐转向强能力的创业者。大学

培养输出的人才应尽可能实现与社会经济发展

所需能力素质的精准匹配。双创教育就是通过对

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催生社会新供给、释放市

场新需求，从而保持社会稳增长，因此，社会价

值和市场价值应该是双创教育的试金石[9]。 

    考量现实中的双创项目，不难发现大部分项

目停留在政府、高校一头热，社会和市场作为其

成效的检验与展示舞台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例

如，一提倡“互联网+”，学旅游的就构想个导游

app、学教育的就做个网课 app、学环境的来个环

保 app、学设计的再尝试个仿真 app……然后一路

手持制作精良的 ppt，风风火火地路演，直至过

关斩将荣获大奖。只是可惜，这些产品最后上线

运行的没有几个，实际上它们的社会价值、市场

价值也是经不起检验的。缺乏实践检验的很多项

目都是“伪创新”“伪创业”，与双创教育的初衷

是背道而驰的。 

    二、群体动力学视角下大学双创教育的动力

性探析 

“动力性研究”是群体动力学最基本的特征, 

勒温认为群体的存在会产生一种“力场”，它是由

群体中各种力的交互作用形成的，是群体行为的

潜在动力源。“力场”的建构是实现群体功能的

重要举措，有助于发挥群体的社会作用[1]。 

    (一) 双创教育的群体成员要素的行为演变

分析 

群体理论认为，群体是面对同一个工作目标

的非正式组织，但并不是一群无组织的乌合之

众，而是有结构的。在双创项目运行过程中，成

员行为不仅相互依存，还相互影响，逐渐演化出

一种动态的、可扩展的“群体力场”，从而塑造

和影响群体成员的行为[1]。 

前面已经描述了双创群体的成员构成及其

现状，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其成员的角色状态并非

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地相互调适与转化进

程中。例如，在群体行为演变过程中，负责顶层

指引的政府部门为提升双创项目的社会效益，完

全可能深入项目执行层面，演变成项目的正式成

员；创新能力和专业素质较高的双创团队也可以

由群体的正式成员成长为双创群体的领导者，反

向作用于行动规范的修订；孤立者在认识了项目

的前景和价值后，也可能积极遵循群体规范而演

变成群体的正式成员。 

群体中各成员的行为演变必然打破原有的

“均衡状态”，带来“力场”能量的涨落。这时

要想调控能量转化的方向，实现群体行动效益的

最大化，探寻群体力场的动力源泉就是首当其冲

的问题了。 

    (二) 增强各成员利益的耦合度，提升群体内

聚力，是双创教育持续强劲的动力源[10−11] 

动力机制是深藏于群体行为背后的“看不见

的手”，它产生于各种结构要素的耦合中，是诱

发、引导、强化群体成员积极性的文化场，正向

作用于群体的动力机制，能够有效地激发人的动

力，引导人的行为，达成群体目标[1]。 

双创项目是以适应社会需求、追求市场价值

为目标的非正式组织行为，各成员的利益诉求就

是最大的动力源泉。因此，提升双创教育的成效，

首先要厘清群体各成员的利益诉求，尽可能使群

体的价值目标与各成员的利益期许高度耦合, 促

使群体成员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性行为, 并相互影

响促进，形成强大的内聚力，从根本上撬动和提

升群体的生产力。 

下面通过实例分析，来说明如何提高各成员

利益的耦合度。 

    第一，对于政府部门，不能仅仅满足规则制

定者和资源支持者的角色，应将政府利益与双创

成果趋向一致，也就是尝试依靠双创项目来推动

地方政绩的高质量实现。例如，社会养老问题是

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通行的办法是向社会企业

招标，外包政府服务。现阶段确实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然而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养老问题实

质是新社会结构、新经济形势下的新问题，需要

引入新思路、新方法来突破养老的困局。这是典

型的产业创新课题，不是现有的企事业单位能胜

任的。政府部门完全可以将这一治理难题面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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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院校征集解决方案，经过评估后将优秀方案设

立为双创项目，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的扶持政

策。高校的双创平台则通过整合校内资源，促成

双创团队的建立，保障双创项目的实施。有了高

校这一新科技、高智识的集散地作为后盾，政府

优中选优，因地制宜，必然能更好地促进社会治

理水平的提升。这时，政府就由群体的领导者转

变为群体成果的共享方，其内聚力必然大大增强。 

    第二，对于双创导师，要实行灵活评聘机制，

不仅要有利于教师的职业发展，而且要兼顾其经

济利益的实现。首先，不必要求每位教师都涉足

双创教育，应尽量在有能力、有想法、有方案的

教师中选聘双创导师。只有他们主动参与双创项

目，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并做出实效。其次，教师

的加入、退出要完全自由，其绩效考核也要倾向

于实际的工作。例如，科研上有突破的青年才俊

想要通过转化其成果，从而实现由智力投入到经

济获益的目标，双创平台就应该积极提供舞台，

帮助其组建团队开展创业。此时，绩效考核就应

关注其创业成效，而弱化科研考核。如果创业失

败，科研的大门照样敞开，免除其后顾之忧。因

为科研与创业所需要的能力结构是不同的，不能

因创业失败而否定其科研能力。最后，创业成功

后的收益，应该合理地分配给一线参与人员，保

障其得到应得的经济利益。 

    第三，双创大学生的得益点主要在养成创新

思维、锻炼创业能力。这就需要尽力防止他们参

与伪双创项目，例如将教师科研项目分解成学生

的双创项目；乱套“互联网+”“物联网+”等新

名词，实质是新瓶装旧酒的项目；拆散现有的软

硬件产品，然后模仿组装的项目；等等。学生参

与这些背离双创教育目标的伪项目，他们的双创

激情无法得到激发，双创意志无法得到磨炼，双

创能力无法得到培养，最终只是充当了免费的操

作工和无脑的群众演员。高校应充分认识到，社

会、市场所需要的人才不仅仅是高素质的从业

者，更是强能力的创业者。为顺应当代大学生的

利益诉求，推进双创教育时要强化双创项目的育

人功能，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立足于学生创新

创业素养的培育，从而夯实学生职业能力长效发

展的基石。 

    第四，对于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要激发

其参与双创项目的积极性，理顺其获取收益的路

径。双创成果最终是要被社会运用的，最直接最

有效的策略就是将社会的真实需求确立为双创

项目。例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类企业或

多或少都会遇到发展的困难和瓶颈，如果不能及

时地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往往会导致企业的生存

发展受挫。这时，可以鼓励企业、高校实行优势

互补、互利互惠，联合设立双创项目，推到高校

双创平台上，征召相应团队完成。一方面，借助

高校的研发能力，可以帮助企业脱困；另一方面，

高校利用双创项目达成其育人功效，使学生受到

真实情境下的锻炼，最终达到多方共赢的局面。 

总之，群体合作的基础应该是各方成员利益

诉求的相关性。构建双创教育持续强劲的动力

源，应致力于提高各成员利益的耦合度，避免产

生“身份拒斥”，从而实现成员行动的趋同性和

向心性，从根本上提升群体行动的达成度。 

    三、群体动力学视角下大学双创教育的实践

建议 

双创群体的行为模式决定了双创教育的效

果。群体行为模式一方面由成员具体的执行行为

构成，另一方面，群体行为还具有较强的格式塔

性质，反过来也会对个体产生很强的支配力[1]。

因此，在双创教育的实践中，要注重从以下三方

面锻炼和规范双创成员的行为。 

    (一) 在现有课程体系中融入群体动力学的

行为训练技术，夯实学生的双创素养 

双创教育不是孤立于现有教育体系之外的

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它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后，面

对社会经济新需求而进行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新

调整、新探索。因此，必须将双创教育融入人才

培养的全系统、全过程，即在现有的第一、第二

课堂中，要有意识地构建双创情景，借助群体动

力学中的行为训练技术，进行双创素养的培育。 

群体动力学中的行为训练技术类型主要有

专题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头脑风暴、无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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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讨论、敏感性训练、交互作用分析、乔哈里视

窗(Johari Window)、创造性摩擦、扩展训练等，

在现有的课程体系中有机融入这些行为训练技

术，不仅可以丰富、优化现有的教学方式，而且

能使学生在受教育的全过程中逐渐夯实创新创

业的素养[12]。 

    (二) 开展多种类型的双创模拟项目，在仿真

情境中反复锤炼双创技能 

双创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但是让每个学

生都亲身参与真实的双创项目，显然不具备可操

作性。一方面，具备双创能力的学生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具有市场前景、能够被立项资助的双

创项目也是有限的。因此，在双创教育体系中开

展多种价值取向的双创模拟项目，通过在模拟情

境中的角色扮演，使受训者在项目群体环境中互

动协作，体验其在群体中的地位和责任，训练他

们在群体环境下的执行能力和协调能力，从而提

高群体行动效率，达成群体目标。 

常见的双创模拟项目类型有：①科研成果转

化型项目。针对科研成果转化项目，在正式立项

推进前，进行项目执行和市场前景的预演。②社

会需求型项目。针对真实的社会需求，在没有适

合的项目创意前，在双创课堂上让学生自组团

队，尝试多种项目创意的推演。③路径开放型项

目，即只设定双创目标，不限制双创路径。例如，

浙江师范大学的“百元创万”创业实践模式就取

得了远超预期的效果，在大学生双创能力培养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些双创模拟项目所消耗的教育资源是有

限的，但是育人的功效是明显的，学生在仿真情

境中能够一定程度地实现双创能力反复训练和

双创素质逐步养成的目标。 

    (三) 优化双创群体的组织管理，避免群体耗

散效应的产生 

    群体行动过程中通常会伴随着角色的实时

变化、资源的动态调整、利益的阶段涨落，这些

都会导致群体耗散效应的产生。实践过程中不难

发现，即使是很优秀的项目创意，在运行过程中

如果不注重组织管理，也可能导致彻底失败。 

    为了尽量降低群体耗散效应的产生，在推进

双创项目的过程中要避免以下做法： 

第一，为了立项而立项。项目创意是本源，

立项资助只是结果，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实践中

大量存在管理部门宣布立项计划后才开始构思

项目创意，然后不经过严谨论证就盲目申报的现

象，导致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现实与理想相

去甚远，项目成员的执行意愿自然涣散消解。 

第二，组建团队凑人数。立项初期，为了显

示团队实力和项目可行性，随意增列参与欲望不

强的人员。这些团队边缘人在实施过程中基本是

不知情、不作为的，却会共享项目收益，这样往

往会影响主要成员的项目执行热情。 

第三，忽视组织引导工作。项目的创意不会

凭空产生，高校的双创平台要建设各种形式的项

目孕育池。例如，定期举行创意茶话会、开辟网

络实时论坛、组织调研社会真实需求等，多渠道

多路径地培育创意。另外，项目实施需要成员的

协同行动，实行优势互补，当成员发生观点、利

益冲突时，要通过组织工作协调和消弭潜在矛

盾。当成员出现有悖立项目标的行为时，要能给

出相应的惩戒措施。 

    (四) 引入成果导向的项目评估方案，锚定双

创教育的市场价值取向 

    双创教育是实施由“制造型”转向“创新型”

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根本保障，是高等教育面向社

会经济新需求，推进实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新

探索。因此，双创教育应该坚持市场导向，成效

的评估也应侧重考量市场的影响力。 

    对于各级各类双创平台、孵化园区、产业基

地，不仅要考量其硬件设施、规章制度、运行机

制，更要考量其投入产出比。通过评估孕育成功

的项目，倒逼激励政策和保障制度的高效运行；

对于双创项目的实际执行人，要引导其不能只满

足于表层化的经历过程、锻炼能力、提升素养，

更要追求项目做成了什么，有没有更好的实现路

径，能否达成更高的效益；对于高校双创教育成

效的评估，也不能停留在学理层面，不能只关注

教育体系的完善程度、支撑机制的运行情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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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鼓励高校培育能接受市场检验的双创项目，并

以获得市场价值为双创教育成败的重要评估  

指标。 

    双创群体作为非正式的组织，价值目标的高

度统一是形成持续强劲动力场的前提保证。市场

是双创的演武场，也是检验台，只有锚定市场价

值取向，推行成果导向的评估策略，才能真正实

现双创教育的提质增效。 

    四、结语 

    大学双创教育是一项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的系统性教育工程，其主要的实施模式是通过基

于“群体行为”的双创项目来推进的。因此，用

“群体动力学”的理论来指导双创教育的实践，

契合马卡连柯主张的“在集体中、通过集体、为

了集体”的集体教育原则，也能有效地推动双创

教育在更高层次上优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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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dynamics”, and points out that enhancing the coupling degree of 

members’ interests is the power sourc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and behavior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group. Then from the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it 

puts forward four suggestions to optimize the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to  

strengthen the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literacy through behavior training technology; to 

exercise the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skills in the simulation situation of the simulation project; 

to optimize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o avoid the group dissipation effect; to introduce the results 

oriented project evaluation scheme to anchor the market value orientation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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