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1

学生工作广角总第255期

2010年7月29日正式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年）》第十四和十九条中指出，职业教育要“着力

培育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高校要“加强

就业创业教育”。可见，新形势下高职院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

需要对学生进行创业能力的培养与教育。了解高职学生创业能力的

构成，可以使高职院校培养学生创业能力时有的放矢，为学生创造

更好的创业环境。笔者认为，高职学生的创业能力主要由经营管理

能力、心理承受能力、人际关系沟通能力、专业能力、学习创新能力

以及创新精神等六个方面构成。

一、经营管理能力

经营管理能力是指从事创业活动所需的对企业进行经营管

理的能力，是对企业人、财、物进行全面统筹管理并发挥效能的能

力。这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能力，它包括机会识别、捕捉与开发能

力，市场驾驭与运作能力，战略规划管理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资源

配置能力等等。众所周知，创业就是创立企业、开设公司，而经营管

理能力涉及创业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可以说，从规划到决策、实施、

评价、调适的全过程。经营管理能力涉及创业实践活动中人的选

择、使用、组合和优化等各个方面，涉及创业实践活动中资金的来

源、分配及培植，因而直接影响创业实践活动。①经营管理能力是

高职学生创业能力的核心。所以，高职学生要创业，必须掌握一定

的企业管理知识，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

然而，经营管理能力也是高职学生最缺乏的创业能力之一，

经营管理能力缺乏是导致高职学生创业失败的重要原因。在2009

年中央电视台《致富经》栏目与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联合

发布的《2008-2009年度中国百姓创业致富调查报告》显示，大学

生创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经营管理能力。②实际上，高职学生

经营管理能力的缺乏是学校教育的缺失，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创业

教育来弥补。在创业教育过程中，帮助高职学生提前认识创业中可

能存在的问题，提前了解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法和途径，从而提高

创业的成功率。

二、心理承受能力

心理承受能力是指在创业活动中创业者对逆境引起的心理压

力和负面情绪的承受与调节的能力。这是一种与心理素质相关的能

力，是创业者必备的心理条件。它包括抵抗压力的能力、抵抗挫折

的能力及风险承受能力等心理素质构成要素。创业的过程充满艰难

困苦，创业者不仅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境遇与困难，而且难免遭遇挫

折与失败，有的一举成名，有的一无所有。作为创业者，自我意识特

征应为自信和自主；性格应刚强、坚持、果断和开朗；情感应更富有

理性色彩。

然而，当今的高职学生都出生在改革开放年代，物质条件比较

优越，经历比较单一，人生阅历较浅，对逆境和挫折体验少，尤其

是独生子女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挫折的承受能力较差。因此，

高职院校应该加强对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他们的心理素

质，努力培养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使他们在面对成功和胜利时不

沾沾自喜、得意忘形；遇到困难、挫折和失败时不灰心丧气、消极悲

观。具备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高职学生成功创业的心理保证。

三、人际关系沟通能力

人际关系沟通能力是指高职学生与人交往、沟通及合作的能

力，包括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创业过程中，

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创业活动的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际关系

沟通能力是创业者必不可少的能力。有学者根据对中国创业者的调

查，得出成功企业的领导人应具有以下品质：一是诚实、谦虚以赢

得别人的信任；二是克制、忍耐以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三是热情、

富有责任感以保持克服困难的决心，并感染别人；四是积极性的心

态和创造精神使创业者充分发挥潜能，不被束缚，开创新局面等

等。③上述品质即为良好人际关系沟通能力的外在显现。可以说，在

整个创业过程中，有效的沟通可以实现信息的准确传递，达到与他

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借助外界力量和信息解决问题的目的。

然而，目前我国高职学生人际关系状况不容乐观，大学生人

际关系沟通能力普遍缺失。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同学

关系：入校后，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由于经济、文化背景、生活习

惯的差异，在交往中缺乏宽容与体谅，人际关系相对容易紧张；其

次，交往技巧：有的学生很希望与人交往，但缺乏交往的方法和技

巧而不敢主动与别人交往，从而很少与人打交道，终日流连于网

络虚拟世界。

因此，高职院校加强对高职学生人际关系沟通能力的培养已刻

不容缓。人际关系沟通能力在书本上是学不到的，它实际上是一种

社会实践能力，需要在实践活动中学习，不断积累总结经验。这种

能力的形成：一是要敢于与不熟悉的人和事打交道，敢于冒险和接

受挑战，敢于承担责任和压力，对自己的决定和想法要充满信心、

充满希望；二是养成观察与思考的习惯。一般而言，高职院校培养

人际关系沟通能力的主要途径有：第一，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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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第二，鼓励学生走入社会，担任志愿者；第三，鼓励学生利用寒

暑假去企业实习；第四，鼓励学生参与勤工俭学。

四、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是指高职学生从事职业专业工作所需要的专业能力，

包括专业知识、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专业技

术能力等。专业能力是创业成功的前提和保证。

创业活动必然涉及一定的行业领域，因而，创业者必须了解、懂

得所选行业的专业知识。掌握和精通了某个行业的专业知识，就意

味着创业者的事业成功了一半，因为丰富深厚的专业知识可以使创

业者不受制于人，立于不败之地。当然，在当前知识爆炸的时代，专

业能力的内涵不仅仅指专业知识，还包括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与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专业技术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专业知识相当

的人，在处理同一技术问题时，产生的效果大不一样的原因所在。

目前，高职学生大多习惯了“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主动学习的

意识和态度较缺乏。对专业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缺乏学习的欲望

和动力。学生往往过分重视学分而忽视对专业本身的深入钻研，所

学专业知识较多停留在教科书上，知识的延展性不足，实际操作能

力缺乏。而且，由于高校人才培养受时间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其对

市场需求反应存在相对滞后性和不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满足

社会的需要。④

针对上述问题，高职院校本身应确立“能力本位”的办学理

念，根据所培养人才对应的职业能力要求设置课程体系和课程内

容。高职学生自身在校学习期间要拓宽知识面，掌握相关专业知识，

了解专业前沿的动态，建立一个以自己专业为中心的知识体系，并

重视各种校内外实践活动，以提升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的能力。

五、学习创新能力

学习创新能力是指高职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学习能力，包括创新

意识与创新精神、创新思维能力、学习能力等。创新是知识经济的

主旋律，是创业活动化解外界风险和取得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缺

乏创新性的创业活动往往竞争力不足，很难有大的发展空间。创业

活动中的创新不是简单复制、模仿已有的商业项目，提供已有的产

品或服务，而是通过技术创新或思路创新，创造或发现新的商业机

会。著名创业导师路军指出，美国大学的创业教育以创新为核心、为

基础，他们的创业着眼点充分聚焦在创新性上，使得创业成功率在

全世界遥遥领先。而中国大学生创业成功率极其低，究其原因，创

新性不足是其致命的短板。⑤

目前，高职院校已经认识到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的

重要性，并把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写入培养目标中。但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我国目前还没有一套具体且操作性强的高职学生学习

创新能力的培养、考核与管理模式。传统的培养模式重共性培养，

没有针对不同学生的兴趣和特长进行创造性思维方式的培养与训

练，无法适应高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需要。单一的考试模式采

用以学习成绩为主的考核评价体系，而较少涉及学生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能力的考查，这也不利于高职学生学习创新能力的培养。因

此，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既需要学校多部门及广大教师的共

同参与，也需要有效调动大学生创新兴趣与实践能力的创新激励机

制。陈瑞萍等人认为加强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措施主要有：一是

建立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个性化培养；二是构建可操作的

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体系；三是改革落后传统的教学模式，将教学

重心由知识传授转到能力培养上；四是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条件建

设，提高实践教学及课外创新训练活动效果。⑥

六、创业精神

创业精神是指高职学生开展创业活动的精神，包括创业决心

和创业信心。创业精神是在创业实践活动中起动力和核心作用的意

识倾向，它支配着高职学生中的创业者对创业实践活动的态度和行

为，规定着其行为的方向和强度。⑦创业精神是创业者自身所具备

的能帮助其完成创业过程取得创业成功的精神品质。它能够使创业

者在逆境和艰苦的创业环境中仍然保持积极的创业心态。只有具备

良好的创业精神，才能保证创业过程的顺利进行。对于市场经济国

家而言，培养高职学生的创业精神有利于提升我国经济活力。

但是，由于受到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我国高职学生还存在被

动适应社会职业、岗位的理念，缺乏创业精神。我国的高等职业教

育起步较晚，在实施过程中，高职院校、学生家长、高职学生对创业

教育还缺乏统一认识。一些高职学生缺乏对创业教育的理性认识，

存在安逸思想，害怕面对创业过程中的艰辛困苦，倾向于毕业后的

安稳工作。而高职院校本身也未能将创业教育融入到教学环节，使

高职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失去了原动力。因而，培养高职学生创业

精神，我们应以提高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的意识为基础，构建合理的

学科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改善教学方法及建立教育评价机制，并

建立具有创新能力的专业化师资队伍。此外，还应积极向高职学生

开展创业价值观教育和创业实践活动。通过各种有效的实践活动

去培育创业心理品质，激发创业精神。

总而言之，高职学生的创业教育是以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为

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旨在提升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拓宽他们

的就业渠道。高职学生的创业能力是由经营管理能力、心理承受能

力、人际关系沟通能力、专业能力、学习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相互

作用而成的综合能力，只有这六方面全面均衡发展才能达到创业能

力的培养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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