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１０．１６３０９／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１７７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４

高职院校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现状及提升策略
———基于广州部分高职院校的调查

肖贻杰

［摘要］对广州部分高职院校学生的创业能力进行调查，分析创业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存
在的问题，基于学校教育层面，从创业课程、专业教学、创业实践、创业氛围等方面提出培养学生创
业能力的有关策略。
［关键词］高职学生；创业能力；策略；问题
［基金项目］广州市教育科学“十二五”面上一般课题“广州市高职院校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研究”（课
题编号：１１Ｂ０１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肖贻杰，男，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副研究员，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管理学。

　　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之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大规模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鼓励创业带
动就业。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多次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他在

２０１５年５月给清华大学学生创客的回信中说，“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核心在于激发人的创造力，尤
其在于激发青年的创造力；青年愿创业，社会才生
机盎然。可见，大学生创业是全社会创业的生力
军。但是，当前我国大学生创业还存在不少问题：

人数过少，创业人数不到毕业生人数的１％，创业
成功率低［１］，而高职院校创业人数的比例和创业成

功率更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高校
对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便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为此，笔者对广州部分高职院校的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并以此次调查为基础，对创业能力培养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从学校教育角度提出培养
学生创业能力的有效策略。

一、高职院校创业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笔者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自编高职学生创业

能力调查表，对广州部分高职院校的学生创业能力
情况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６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

５２９份。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１。男、女生分
别５５．４％和４４．６％，工科类学生最多，其次是文科
类学生，艺术类和农林类学生较少，与当前高职院

校学生性别和专业分布的状况基本一致。

表１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类别 选项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３０７　 ５５．４

女 ２４７　 ４４．６

年级

一年级 ２３７　 ４２．０

二年级 ２２８　 ４０．４

三年级 ９９　 １７．６

专业

工科类 ２９１　 ５１．１

文科类 ２３８　 ４１．８

艺术类 ３９　 ６．９

农林类 １　 ０．２

　　调查表明，高职院校学生创业能力培养中存在
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创业教育课程内容单一、创业实
践活动欠缺、创业文化氛围不浓、创业教育教师素
质不强等。具体分析说明如下：

（一）创业教育课程内容单一
关于创业教育课程的调查结果见表２。对于

学校是否开设创业课程的情况，超过一半的调查对
象表示学校虽然已开设创业教育课程，但内容少，
还有不少调查对象表示学校目前尚未开设创业教
育课程。这表明高职院校要么根本没有开设创业
课程，要么开设了创业课程，但是内容单一、质量不
高，很难满足学生创业需求。对于“最希望学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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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创业课程”，调查对象最希望开设的课程是创
业思维训练、创业模拟和创业实践类课程，比例达
到４８．４％。同时，“在学校最希望得到的创业教
育”的调查中，高职学生最希望得到的创业教育是
创业技能训练，其次是创业心理辅导和创业知识传
授。这表明高职学生已经认识到创业实践类课程

和创业技能训练对于创业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另一
方面也说明高职院校创业实践类课程比较欠缺，学
生受到的创业技能训练很少，不能满足学生创业能
力培养的需要，为此迫切希望学校开设创业实践类
课程和加强创业技能训练。

表２　创业教育课程

指标 选项
人数
／人

百分比
／％

学校是否开设创业教育课程

已开设，内容充实 ６９　 １２．１

已开设，但内容少 ３１４　 ５５．２

目前尚未开设 １８６　 ３２．７

最希望学校开设的课程

创业学、成功学、创业心理学等创业基础类课程 １５６　 ２７．９

创业政策与法律法规、企业管理、创业财务、创业营销策

划等创业实务类课程
１３３　 ２３．８

创业思维训练、创业模拟和创业实践类课程 ２７１　 ４８．４

您在学校最希望得到的创业

教育是

创业信息指导 ８０　 １４．１

创业心理辅导 １５３　 ２６．９

创业知识传授 １３８　 ２４．３

创业技能训练 １９８　 ３４．８

　　（二）创业实践活动欠缺
关于创业实践活动的有关调查结果见表３。

对于在学校参加创业活动的调查显示，高达５１．４％
的调查对象表示从未接触或参加过创业有关的活
动，２５．７％的调查对象表示只参加过１次。而对于
参加学校举办的创业类培训或讲座，高达４８．８％
的调查对象表示从来没有参加过学校举办的创业
类培训或讲座，２４．７％的调查对象表示仅参加过１
次。关于创业计划的书写，高达７２．６％的学生表
示没有写过创业计划书，３３．８％的学生表示一点也
不了解创业计划书的书写要求，４８．４％的学生表示
仅了解一点。对于最希望学校提供的创业帮助中，
位居首位的是建立创业园区提供场地、实验设备等
环境和服务，其次举办创业计划竞赛活动，分别占

６７．８％，５４．８％。这表明，高职院校学生很少参与
创业实践活动，高职院校创业实践平台缺乏，提供
给学生的创业实践机会很少，对学生创业活动指导
力度较小。

　　（三）创业氛围不浓
如表４所示，对于学校创业文化或创业氛围的

调查，３５．７％的调查对象表示学校没有形成浓厚的

创业文化或创业氛围，５６．８％的调查对象表示学校
创业文化或创业氛围一般，只有７．５％的调查对象
表示学校具有浓厚的创业文化或创业氛围，而关于
学校是否应该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的问题，绝大部
分学生表示学校应积极鼓励学生创业，占学生总数
的８３．７％。在最希望学校提供的创业帮助中（见
表３），有５１．０％的调查学生希望学校设立创业基
金。这表明当前高职院校虽然开展了创业教育，但
是创业文化和氛围还不够浓厚，高职院校学生非常
希望学校给予创业资金等支持。

（四）创业教育教师素质不强
有关创业教育教师情况的调查结果见表５，学生

认为创业教育教师最重要的特征是实践能力强，占
学生总数的６１．４％，其次是教学水平高、创业能力
强，分别占学生总数的５８．５％、４９．６％，再次是学术
水平高、师德水平高，分别占４５．２％、４０．８％。可见，
学生对创业教育教师的要求很高，除了具备一般教
师的基本素质之外，更看重实践能力、创业能力和教
学水平，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的
教师需要在实践能力、创业能力和教学能力等方面
不断提升，才能满足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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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创业实践活动情况

指标 选项 人数／人 百分比／％

在学校参加创业相关活动

从来没有 ２９６　 ５１．４

１次 １４８　 ２５．７

２次 ９２　 １６．０

３次以上 ４０　 ６．９

从来没有 ２７８　 ４８．８

参加学校举办的创业类培训或

讲座

１次 １４１　 ２４．７

２次 ８３　 １４．６

３次以上 ６８　 １１．９

是否写过创业（商业）计划书
是 １５１　 ２７．４

否 ４０１　 ７２．６

对创业（商业）计划书的书写要

求的认知程度

熟悉 ２４　 ４．２

比较熟悉 ７８　 １３．６

了解一点 ２７８　 ４８．４

一点不知 １９４　 ３３．８

最希望所在学校提供哪些创业

方面的帮助

学校设立创业基金 ２９３　 ５１．０

建立创业园区提供场地、实验设备等环境和服务 ３９０　 ６７．８

开设创业课程必修课或选修课 １３０　 ２２．６

举办创业计划竞赛活动 ３１５　 ５４．８

成立学校创业指导中心提供指导 １４１　 ２４．５

邀请创业成功人士或创业领域专家开设讲座 １５０　 ２６．１

配备专门的创业导师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１８０　 ３１．３

其他 ９　 １．６

表４　学校创业氛围情况

指标 选项 人数／人 百分比／％

学校是否形成了浓

厚的创业文化或创

业氛围

非常 ４３　 ７．５

一般 ３２５　 ５６．８

没有 ２０４　 ３５．７

学校是否应该鼓励

大学生自主创业

是 ４７６　 ８３．７

否 ９３　 １６．３

　　对于创业活动的指导，２９．２％的调查对象表示
学校偶尔指导学生创业活动，２３．６％的学生表示学
校很少指导学生创业活动，１７．２％的学生表示学校
没有指导过学生创业活动，共占７０％。此外，还有

３１．３％的调查对象希望学校配备专门的创业导师
进行一对一的指导（见表３）。可见，学校为有创业
意愿的学生提供专业的创业指导、配备专门的创业

导师对于学生创业来说很重要。

　　二、高职院校培养学生创业能力的策略
针对调查发现的创业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高职院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学生的创业
能力。

（一）加强创业课程建设
创业课程是培养学生创业能力的重要途径。

因此，高职院校要加强创业课程建设。一是构建系
统的创业课程体系。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要着重
从创业精神、创业知识、创业技能三个方面展开，为
此创业课程至少要包括三大模块：创业学、成功学、
创业心理学等创业基础类课程，创业政策与法律法
规、企业管理、创业财务、创业营销策划等创业实务
类课程，以及创业思维训练、创业模拟和创业实践
等创业实战类课程［２］。这三大课程模块相互补充、
相互交融、相互联系。二是课程内容要注重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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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创业教育教师情况

指标 选项 人数／人 百分比／％

创业教育老师

应具备的特征

师德水平高 ２３２　 ４０．０

学术水平高 ２５７　 ４５．２

教学水平高 ３３２　 ５８．５

创业能力强 ２８２　 ４９．６

实践能力强 ３４９　 ６１．４

其他 ３５　 ６．２

学校对学生创

业活动给予指

导情况

经常 ３７　 ６．５

一般 １３４　 ２３．５

偶尔 １６７　 ２９．２

很少 １３５　 ２３．６

没有 ９８　 １７．２

性。生成性课程是相对于传统的预设性课程而言
的，是在师生、文本和情境等多种因素的互动中建
构生成的一种非预期的、非预设性的课程［３］。创业
课程要采取非预设化原则，应是逐渐“生成”的。教
师要根据特定的教育情况和学生的需求对创业课
程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同时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

要求学生参与创业课程的设计和开发。三是注重
创业课程与专业技能教育的融合，把对创业意识、

创业知识和创业能力的教育融入各专业课程教学
之中。创业教育不是专业技能教育的附属产物，而
应该与专业技能教育融合在一起，要在专业课程教
学中加入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和创业能力方面的课
程内容。正如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协会在其２００９年
发布的高等教育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大学生获得创
业教育的最佳途径在于跨学科创业教育模式，创业
能力的培养不应与现有专业课程分裂，而是对现有
专业课程教学过程的“重构”［４］。

（二）构建创业实践平台
创业是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创业能力单纯在

课堂上是培养不出来的，需要学生通过创业实践活
动获得。要开展创业实践活动，高职院校就要打造
创业实践平台。一是建立模拟创业平台。高职院
校要建立“ＥＲＰ实验中心”“创业模拟实训室”等平
台开展创业教育模拟活动，在创业模拟实践活动中
熟悉创业知识、锻炼创业技能。二是建立创业园
地。有条件的高职院校可以在校内建立学生创业
园地，为学生提供创业场地，设立创业基金，为学生
提供创业项目管理、资金援助、培训孵化等方面的

支持和服务［５］。三是建立校外创业实践基地。创
业能力的培养不能局限在校内。要坚持开放办学，
在真实的企业场景中进行创业实践教学，在实践中
锤炼学生的创业能力。比如，日本的高校非常注重
与当地产业的结合，开设多种创业实践课程实习项
目，在实践中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我们也要建立
“学校”与“市场”相结合的学生创业联合实践基地。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都建立了大学科技园、经济技
术开发区等平台，高职院校要积极参与这种政府主
导的大学生创业实习和孵化基地建设，加强与企业
的合作，充分利用这些创业教育实践平台，切实开
展创业教育实践教学活动，将创业教育与实习见
习、实训等结合起来，促进学生创业能力的提升［４］。

（三）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能力的养成需要环境的熏陶，创业能力的培养

也不例外。高职院校要努力营造适合创业的校园
文化环境。一是要加强创业政策和创业典型的宣
传力度。高职院校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宣传各级政府促进创业的政策措施，让高职学生了
解和熟悉国家和地方创业教育政策法规；宣传学校
开展创业教育和促进学生创业的措施和成效，激发
高职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热情；宣传创业典型案
例，尤其是杰出校友的创业事迹，让高职学生亲近
创业先进者，通过这种创业表率作用，调动高职学
生创业的积极性与自主性。二是举办系列创业竞
赛活动。通过开展活动，营造浓厚的科技创造氛围
和创业人文环境。三是要开展创业主题讲座。高
职院校要经常邀请企业家、创业成功者特别是创业
成功的校友，分享成功经验，总结失败教训，激发学
生创业热情。四是提供创业指导服务。高职院校
要充分利用现有就业指导服务平台，开展政策咨
询、创业测评、创业模拟、创业培训、创业实训，提供
项目开发、开业指导等服务［４］。

（四）构建创业教育师资队伍
创业教育教师的缺乏严重影响学生创业能力

的培养。因此，建设一支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职
称结构合理的善于创新和实践的创业教育师资队
伍，是培养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前提条件。一是加强
全体教师的创业能力培训。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
要融于专业教育教学过程之中，这就需要高职教师
具有创业知识和创业能力。高职院校要加强全体
教师的创业能力培训，要把创业能力的培训列入教
师培训规划之中，组织教师参加有关创业教育培
训，提高他们开展创业教育的能力。鼓励教师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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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行挂职锻炼，熟悉企业运作流程，学习企业创
业成功经验和方法。二是要建立专门的创业教育
教师队伍。在对全体教师进行创业能力培训的同
时，高职院校要从中选择创业能力强、有志于从事
创业教育的教师作为专门的创业教育教师，专门为
学生开展创业教育课程，为学生提供创业指导服
务。当然，高职院校要为这些专门的创业教育教师
创造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的条件，关注他们的职业生
涯发展，解除他们因致力于创业教育而影响其晋升
的后顾之忧。三是建立兼职创业教师队伍。高职
院校要拓展创业教育师资来源，聘请企业家、创业
成功人士、创业教育专家等作为兼职教师。美国许
多高校吸收一部分既有丰富创业经验又有资深创
业知识学术背景的企业人士担任学校的兼职工作，
聘请有创业经验的业界资深人士担任大学生创业
顾问，构成多元化的教师队伍。天津市实行千名企
业家带徒授业制度，采取“帮、传、带”策略，使学生
了解创业经验，学习管理方法，掌握专业技术，提供
创业成功率。

创业能力的高低是影响高职学生创业的重要
因素。而学校教育是培养高职学生创业能力的主
要途径和渠道。对广东省部分高职院校学生创业
能力的调查结果表明，当前高职学生创业能力培养
中存在创业课程内容单一、创业实践活动欠缺、创
业文化氛围不浓、创业教师素质不强等问题。因

此，基于学校教育角度，高职院校要加强学生创业
能力的培养：一是加强创业课程建设，构建系统的
创业课程体系，课程内容要注重生成性，注重创业
课程与专业教育的融合；二是要构建创业实践平
台，包括建立模拟创业平台、创业园地和校外创业
实践基地等；三是要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加强创
业政策和创业典型的宣传力度，举办创业实践活
动，开展创业主题讲座，建立创业基金；四是构建创
业教育师资队伍，加强全体教师创业能力的培训，
建立专门的创业教育教师队伍和兼职创业教师
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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