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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探索 ①

———以南华大学大学生ＫＡＢ创业教育基础为例

黎赔肆，李利霞
（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４２１００１）

摘　要：南华大学作为团中央授予的大学生ＫＡＢ创业教育基地，一直在积极探寻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有效模式。在
多年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有自己特色的创业教育模式，其核心就是基于“三个统一”的大学生创业教育平台。

三个统一包括：互补型师资力量的统一；基于知识分享的教育环节和教育功能有机统一；校内外横向联系、校内上下协调

的参与主体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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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人数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毕业生
规模从２００２年的１４０多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３年 ６９９万人。
一边是浩浩荡荡的就业大军，一边却是因全球经济持续

低迷而导致的总体就业需求不充分。改变这种供需失衡

现状的途径之一便是改变就业观：即鼓励大学毕业生创

业而不仅仅是就业。这样，就国家层面来说，需要优化大

学生创业环境，加大大学生创业扶持力度。而对高校来

说，鼓励大学生创业并探寻有效的创业教育模式就显得

尤为重要。

１　基于“三个统一”的大学生创业教育平台
中国高校创业教育活动已开展多年，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但也还有值得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主要体现在：一

是创业教育活动开展的范围有限，体现为创业教育施教

对象面窄（主要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和施教教师来

源面窄（主要是经管类专业教师，其他学科专业的教师和

企业界导师少）［１］；二是教学、教研、科研、实践之间的相

互关联不强。在国外，创业教育的研究本身就是创业科

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科学研究的结果常常用来指导创业

教学和创业实践；三是组织不协调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课

堂教学主体（教师和院系）、创业竞赛组织主体（高校团

委）、教学管理主体（教务处）和校外实践教学平台的不协

调［２］。南华大学在总结自身创业教育特色的基础上，提

出了基于“三个统一”的大学生创业教育平台思想，以期

为改变上述中国高校创业教育面临的问题提供一定的借

鉴。基于“三个统一”的大学生创业教育平台观念即：调

动和统一各类师资力量，构建创业教育的互补型师资平

台；创建由理论教学、创业教育科学研究、创业模拟以及

社会实践构成的一个相互支持和促进的循环体系，建设

教育环节和教育功能有机统一的指导平台；整合校内外

创业教育的组织主体，构建校外横向支持、校内上下协调

统一的组织平台。

２　基于“三个统一”的大学生创业教育实践
第一，统一了各类师资力量，构建了创业教育的互补

型师资平台。国内高校创业教育的发源地基本上是经济

管理类院系，因此，创业教育的教师主要是经管专业教

师。而这些教师大多缺乏技术背景和创业实践经验，这

不利于创业教育。所以，在南华大学校团委、教务处、经

济管理学院、校友会和衡阳市经济管理协会的帮助下，学

校逐渐构建了以经管专业教师为理论教学主体，理、工、

医专业教师为技术指导主体，校外导师为实践指导主体

的互补型师资队伍。其中，实践导师主要来源于经济管

理学院的各地校友会中的企业家，以及由经济管理学院

组织的衡阳市经济管理协会中的企业家。

第二，建设了教育环节和教育功能有机统一的知识

分享型指导平台。该平台由理论教学、创业教育研究和

创业科学研究、创业模拟以及创业实践四个环节构成，以

完成激发创业意愿和行为、传播创业知识和培养创业能

力３个主要教育功能为目标（平台如图１所示）。
在此平台中，理论教学是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创

业理论教学包含两个层面：一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素

质提高课程“ＫＡＢ创业教育”，该课程着力于创业意愿的
激发和创业知识的传播；二是面向创业管理的课程体系，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２８
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２００８ＧＪＴ０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１２ＹＪＡ６３００５４）
作者简介：黎赔肆（１９７０－），男，湖南汨罗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创业教育与创业管理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４年第６卷

图１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指导平台

有创业学、创业营销、创业融资和中小企业管理，该课程

体系在传播创业知识的同时，着力培养学生创业技能和

企业管理能力。

创业教育研究主要是探索创业教育的运作体系和方

法，以便有效指导对学生的创业教育。在两项湖南省教

育教改基金项目的支持下，我们探索了有一定特色的教

学模式和方法，如在国内首次比较系统地探索了“基于问

题式学习”在创业教育中的应用问题。创业科学研究主

要探索创业成功和失败的机制，为此我们申请并获得１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２项湖南省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的支持。有关成果逐渐融入到创业教育研究和创

业教育实践中，特别是有关创业失败及东山再起机制的

研究，有效补充了传统成功导向的创业教育内容体系。

创业模拟和实践着力于培养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

南华大学创业模拟主要是基于经济管理学院实验室的

ＥＲＰ、贝腾公司创业之星等软件为基础的操作实验，创业
模拟能最大限度地对现实经济经营活动及其环境条件进

行模拟仿真。创业竞赛以“挑战杯”为主体，同时也包括

院系和学校团委组织的多种多样创业比赛。其中，“挑战

杯”大学生创业大赛获得包括国家金奖在内的奖项数十

项。社会实践包括校外的实践基地的训练、学生创业、以

及为地方开展创业咨询服务等。特别是在衡阳市建立了

多个创业实践基地，如衡阳市瑞安中小企业创业基地，作

为学生进行创业的孵化基地。

在上述指导平台中，各教育环节间是相互支持与促

进的。如创业教育研究、创业模拟以及社会实践都必须

以从课堂上获得的创业理论知识为指导；反过来，创业教

育研究的成果、从创业模拟以及社会实践中获得的经验

又可以更好地指导课堂教学。这种相互支持与促进的各

教育环节为创业教育筑起一个广阔的知识分享型指导平

台，体现了教育的系统性与整体性，能更好地使创业教育

功能得以实现。

第三，整合了校内外创业教育的组织主体，构建了校

外横向支持、校内上下协调统一的组织平台。校内自上

而下的创业组织主体主要包括：Ａ．校团委和教务处等领
导组织。在大学生的创业教育中，校团委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如邀请企业名人给学生做关于创业方面的讲座、

举办各种类型的创业活动、组织学生参加挑战杯的比赛、

在企业“创新与创业基金”与学生实践中搭建桥梁等等。

教务处主要是在课程设置与实践教学方面提供有力支

持；Ｂ．以经济管理学院为主体的院系执行组织。除了开
设有关创业教育的课程外，该组织主要负责学生的创业

比赛、创业模拟和创业实践的具体事情；Ｃ．创业协会、论
坛、俱乐部等学生自发组织。

校外创业支持组织主体主要是指政府有关部门主导

的，为创业教育和实践提供师资培训、创业实践场所和创

业基金资助等的机构。如衡阳市劳动人事局，在近几年

中组织了对从事创业教育的相关教师的培训，为创业教

育提供了师资保障。这样就形成了以学生创业和经营实

践、创业知识自学、创业论坛为基础，以学院为组织主体，

以学校团委和教务处为领导，以衡阳市有关组织作支持

的内部上下协调、外部支持的组织平台（如图２所示）。

图２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组织平台

３　大学生创业教育平台的完善
在基于“三个统一”的大学生创业教育平台思想的指

导下，南华大学的创业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

认为，大学生创业教育要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个平台还有

有待完善的地方：（１）在互补型师资平台中，虽然我们逐
渐构建了以经管专业教师为理论教学主体，理、工、医专

业教师为技术指导主体，校外导师为实践指导的互补型

师资队伍。但这个队伍的联系比较松散，没有形成一个

紧密联系的组织整体。因此，建议学校可以开辟一方领

域，成为创业教育教师团体定期联系的地方，加强教师们

的联系与沟通，使其在创业教育教研与科研中能共享知

识，促进创业教育更好的发展。（２）在教育环节和教育功
能有机统一的知识分享型指导平台方面，需要吸收创业

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成果，用以指导该平台的建设和有效

运行。因此，完善各环节知识分享的机制是关键。（３）在
创业教育的组织平台中，一方面，需要学校进行顶层设

计［３］，吸纳学校内部更多部门的参与，如财务处，因为在

大学生创业教育过程中资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另

一方面，更需要学校出面争取更多的校外组织的支持。

如，无忧网对全国大学生创业能力与素质进行网上调查，

发现大学生缺乏实际企业运作经验的占４５％ ，缺少社会
经验占２５．５％，缺乏企业管理经验占２１．５％，缺少创业
领域专业知识占３．５％。这一数据告诉我们，在创业教育
的组织主体中，需要企业更多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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