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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创业教育实验区的建设与探索 *

———以武汉理工大学为例

吴小春,杨光萍

(武汉理工大学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创业教育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开发和提高学生的创业基本素质、培养具有开创个性

的高等人才的教育。从当前我国实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必要性以及创业教育的目标入手,以武汉理工大学基于

职业发展教育的全程化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创新实验区为例,理清了实验区建设的基本思路,提出了创业人才

的培养目标及加强实验区建设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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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

“创业教育”概念。创业教育对于培养个人的首创和

冒险精神、创业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以及技术、社交、
管理技能非常重要。教科文组织明确要求,高等学

校必须将创业技能和创业精神作为高等教育的基本

目标,要求将它提高到与学术研究和职业教育同等

重要地位。大学生开展创业教育,实际上是大学生

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重要部分,是高等教育功能的

扩展[1]。它不仅对当前所进行的教育教学改革具有

很强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解决我国当前乃至今后

的就业问题以及我国的经济未来发展的动力等方面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2]。

探索大学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成

为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热点问题[3]。为充分发挥其

在推进本科教学改革和提高教学质量方面的示范和

带动作用,武汉理工大学就如何建设好创业教育实

验区(简称“实验区”)作了积极探索。

  一、高校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创业急需建立社会支持体系,它不只是

学校的目标,还需要企业家的指导、政府的政策支

持。有必要针对大学生创业群体特点,在创业项目

选拔、创业实训指导、创业经费支持、创业税费支持

等方面实施一条龙服务,扶持大学成功创业。目前,
高校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如下:

1.创业教育机构不健全

创业教育是一种全新教育理念,在我国高校还

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创业教育理念在高校中要取得

教师共识并得到足够重视还需要过程,创业教育机

构的设立目前还比较困难,专职人员无法到位,创业

项目资助经费和创业项目孵化场地匮乏,满足不了

学生需求,创业教育的顺利开展受到制约。

2.创业教育师资力量不足

大学生创业实践性强,既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

又拥有一定的创业管理经验的师资十分缺乏[4]。如

何提升理论教学教师的创业能力和创业实战经验,
避免授课流于理论分析,需要探索和思考。同时如

何充分发挥企业、创业成功人士和政府参与的积极

性、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建立一支“实践型”的创业指

导队伍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3.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不完善

大学生创业教育处于探索阶段,创业者需要的

创业知识、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等问题还需进行认

真地研究和探索,这些方面也没有完善的教材和课

程体系。在高校教学体系中如何设置创业教育理论

课程、素质拓展课程、创业能力实训课程,需要在创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88期)

业人才培养实验区建设中进行创新与探索,在实践

中不断完善,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4.对具有创业特质学生的选拔缺乏科学性

创业实验区建设过程中,首先是把具有创业潜

能和创业特质的学生选拔出来组建创业教育实验

班,再为这些学生提供全程化创业教育。如何选拔

具备创业特质的学生,目前还没有较科学的评估工

具。因此,如何选拔具有创业特质的学生,只能在实

验区建设过程中边实践边完善。

  二、建设创业教育实验区,培养高素

质创业人才

  1.实验区建设的基本思路:构建全程化、阶段式

的创业教育模式

作为教育部的重点院校,武汉理工大学将创业

教育贯彻到教学的各个环节当中,将创业教育落到

实处,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的创业型人才。
在职业发展教育的基础上,唤醒学生的创业意

识,激发学生的创业激情。按照现代社会与市场经

济对人才的需求,以创业素质和创业技能的培养为

重点,依托创业教育实验班,构建理论与实践并举、
课堂与课外统筹、教师与学生互动的创业教育体系,
实施基于职业发展教育的全程化创业教育。通过

“四阶段”培养模式的实施,实现培养创业型人才的

目标。
第一阶段:创业意识唤醒。邀请创业成功人士

来校讲座、进行创业成功人物生涯访谈、职业生涯规

划教育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把有创业意识

和创业潜质的学生,选送到创业教育实验班学习和

培训。
第二阶段:创业素质培养。通过举办创业教育

实验班,加强创业指导与服务工作,对学生进行创业

教育理论教学,创业素质拓展,让学生掌握创业基础

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创业素质。
第三阶段:创业实践训练。通过开展系列创业

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依托专业优势积极参加创业

实践;通过创业仿真平台进行创业训练和模拟企业

经营管理;通过在专家指导下进行创业实践与实训;
全方位、多途径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

第四阶段:创业跟踪服务。在学生毕业后的创

业过程中,学校继续为创业者提供技术、培训、管理,

推荐优秀员工等后续服务,提高学生的创业成功率。

2.实验区创业人才的培养目标:高素质创业人

才

武汉理工大学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总体培养目标

是:依托办学特色,培养一批创业意识强、创业知识

面广、心理品质过硬、创业能力卓越的创业型人才。
(1)具有浓厚的创业意识。营造一种创业氛围,

激发学生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意识。通过开展创业

教育,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和自己,了解就业形势

和劳动力市场现状;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创业观,实
现从被动就业向主动创业的观念转变;培养学生创

业意识和良好的创业精神。
(2)掌握全面的创业知识。完善创业教育教学

体系,使学生掌握全面的创业知识。实验班将通过

创业教育理论教学、讲座、竞赛等丰富多彩的形式,
向学生提供创办和经营一个企业所需要的基本知识

和技能,包括企业管理、企业经营、法律法规、财务管

理、风险控制等方面的知识。
(3)具有较高的创业素质。开展各类创业素质

拓展活动,使学生具有较高的创业素质。实验区将

通过开展一系列的素质拓展活动培养学生具有较好

的创业素质,比如承受挫折的能力、勇于冒险的精

神、永不言败的韧性等。
(4)具备较强的创业能力。实验区建设学校创

业基地,开展各种创业能力实践活动来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提高学生创业能力,比如管理能力、决策

能力、风险评估、人际交往、沟通表达、团队协作、创
新思维等。

3.创业教育实验区的建设与实践

(1)健全组织机构。第一,成立学校大学生创业

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创业教育学院。创业教育学院

负责大学生创业教育方案的制定、创业教育课程的

实施与检查、创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工作、创业

教育的对外交流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

工作。第二,建立创业实训仿真实验室。引进创业

教育仿真模拟平台软件,建立创业实训仿真实验室,
供实验班学生进行模拟训练,提高学生创业能力。
第三,针对大四学生,如具备创业条件,提供政策、场
地等服务;针对已毕业学生、条件成熟的创业者,提
供技术支持,推荐科技项目,培训推荐员工,提供创

业跟踪服务,支持企业发展。
(2)加强运营管理。首先,探索“全程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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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创业教育模式。针对大一学生,通过创业讲

座、创业人士访谈、职业规划课堂教学等途径,唤醒

学生创业意识,激发学生创业梦想;针对大二学生,
选拔有创业意向和创业潜质的学生,开设创业教育

实验班;在大二、大三阶段,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

学、素质拓展、创业计划大赛、虚拟企业经营、创办小

型企业等途径,传授创业知识,培养创业素质,进行

创业实训,提升创业技能。其次,开展创新教育运行

机制建设。坚持“总体规划,分项实施”的原则,实行

项目负责制。创业教育学院在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的领导下,负责起草规划文件和相关的项目分解

工作;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参与组织和实施各子项目

的管理工作。最后,构建由创业教育理论教学、创业

素质拓展和创业能力实践模块组成的理论与实践并

举、课堂与课外统筹、教师与学生互动的创业教育教

学体系。创业教育理论教学模块开设管理与经济学

基础、战略与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创
业指导等核心课程。创业素质拓展模块通过工作坊

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自我认识与人际技能训练、创新

与潜能开发、沟通与表达能力训练,创建高绩效的创

业团队。创业能力实践模块包括“创业企业行”、“青
年创业大讲堂”、“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创业实训

仿真平台、学生实战创业,培养学生的创业实践能

力,提高学生创业成功率。
(3)开展针对性引导。建立一支富有特色的“教

学型”和“实践型”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师资队伍主

要由三部分构成。创业教育理论教学模块师资主要

依托管理学院;创业素质模块师资主要依托学生发

展教育与指导中心和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创
业能力实践模块师资主要依托聘请自主创业成功人

士和了解国家创业政策的政府人员。开展创业教育

特色活动。定期为我校学生开展相关创业知识讲

座、培训,组织企业家与学生对话交流,安排有创业

意向的学生到企业参观、实习、挂职锻炼等,使学生

掌握一定的创业知识,强化创业心理品质,提高创业

能力。重点打造“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大学生创

业沙龙”“大学生创业辅导站”等品牌。指导和扶持

创业教育学生社团。通过加强对“创业协会”“大学

生职业规划与发展协会”等社团的指导,在全校营造

一种创业氛围,充分发挥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的功能。
(4)做好创业跟踪服务。部分学生会选择直接

创业,大多数学生可能会走上工作岗位后,经过一段

时间的积累,才会开始创业活动,因此做好创业跟踪

服务非常重要。创业跟踪服务是在实验班学生毕业

后创业过程中,学校继续为创业者提供技术、培训、
管理,推荐优秀员工等后续服务。

  三、结 语

(1)通过实验区的建设,整合了校内外资源,基
本可以解决创业教育经费和创业场所缺乏的问题。
我校创业经费来源主要有:教育部、财政部划拨的实

验区建设经费;学校设立的实验区建设配套经费;向
社会募集,设立的武汉理工大学创业教育基金。同

时,与武汉留学生科技园和武汉理工大学科技园签

署了创业就业见习基地协议,学校也提供了一定的

专门场所,建立大学生创业基地等。
(2)创业教育实验班的设立,既可以很好地实施

创业教育,培养和锻炼一批有创业潜力的学生,对创

业教育师资队伍的成长和探索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有

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如何选拔有潜质的学生进行

科学探索创造了条件。在实验区建设的过程中,有
助于我们探索实施创业教育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

高校培养创新创业人才。
(3)经过一段时间对创业教育的探索和管理研

究,成立创业教育研究中心,进一步指导创业教育工

作的开展,确立我校创业理念,实现“三个结合”:创
业教育与理工科特色的结合、创业教育与行业特色

的结合、创业教育与管理学科特色的结合。江泽民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帮助受教育者培养

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通过教育部门的努力培养出

越来越多的不同行业的创业者,就可以为社会创造

更多的就业机会,对维护社会稳定和繁荣各项事业

就会发挥重大的作用。”作为教育部重点院校,应将

创业教育贯彻到教学的各个环节当中去,将创业

教育落到实处,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的创业型

人才。

参 考 文 献

[1] 史永安.学生创业教育探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6(3):83-

84.

[2] 储常连.对高校创业教育的思考[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9(3):111-114.

531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88期)

[3] 毛翠云,梅强,张西良,等.高校多层次创业人才“2+1+1+X”

培养模式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5):119-122.

[4] 李涛,朱星辉.我国创业教育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科技创业

月刊,2009(8):78-79.

ConstructionandExplorationonExperimentalAreaof
University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

———ACaseStudyinWHUT

WUXiao-chun,YANGGuang-ping
(StudentCareerCenter,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HubeiWuhan,430070)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animportantpartofquality-orientededucationforuniversity
students,istheeducationtodevelopandimprovethebasicqualityofstudentsinentrepreneurshipand
cultivatethehighertalentswithinnovativepersonalities.Thispaperstartswiththenecessityofimple-
mentingenterprisingeduca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andtakes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
ascase.Itclearsthebasicthoughtsofconstructingtheexperimentalareathoughanalyzingtheconstruc-
tionofenterprisingeducationexperimentalareaof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andfurtherputs
forwardthetargetofcultivatingenterprisingtalentsandtheapproachesofenhancingtheconstructionof
experimentalarea.

Keywords universitystudent;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cultivationmode;cultivationobjectives

(责任编辑:金会平)

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