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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生创业教育的价值与目标 ①

唐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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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业教育作为当代一种教育理论与实践，具有自身的特性。大学生创业教育是创业教育的主体部分，是以
提升创业能力为核心目标的素质教育，是真正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的教育。高校应依托创业教育的平

台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深化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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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论与实践，是职业教育的
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要深化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对大

学生创业教育的内在价值和目标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

正确认识和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

１　创业教育的内涵和特征
创业教育是融合人才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

理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通过灵活多样的教

育手段，培养受教育者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一种教

育活动。它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创业理论知识、创业精

神品质、创业方法技能三个方面，以创业能力培养为主

旨。创业教育的具体特征有如下三个。

１．１　创业教育目标的层次性
创业教育的目标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目标是使

学习者对创业有全面了解，激发其创业兴趣；第二层目标

重点培养学习者的创业能力，使其具有创新思维，富有进

取心和创造力，敢于冒险，善于抓住机遇；第三层目标是

使学习者积累创业所需要的经验和实践技能，成为企业

的经营管理者，这一层次目标的重点是创业实战。

１．２　创业教育本质的创新性
创业是一种综合的实践活动，创新是其基础。创业

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创新教育，是以开发人的创造力

为宗旨的素质教育，在其实施过程中处处体现了创新的

需要，包括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１．３　创业教育内容的跨学科性
创业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不同领域的学者都

能从其特有的学术视角来探讨创业活动的规律。从企业

开办前机会的识别到实际运营发展，其中所需要的技能和

专业知识丰富多样，对创业者的精神品质也有相应要求。

因此，创业教育也必然是全面的素质教育，其内容涵盖经

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知识。

１．４　创业教育教学方法的实践性
实践性是创业教育的主要特性。因为创业教育致力

于培养受教育者的创业素质，强调增强创新精神、丰富创

业知识、提高创业能力等，这就需要把课程教学与实践教

学有机结合，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平台。自创业教育

兴起以来，创业教育者一直在探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教学方法和模式。如英国德比大学创业管理中心的戴维

（Ｄａｖｉｄ）教授基于自身教学实践，提出在本科生和研究生
创业课程中采用以机会为核心的学习模式，并与问题解

决为核心的学习及行动研究等学习方式相结合［１］。

２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价值
作为创业教育的主体部分，大学生创业教育是我国

高校一项以能力为导向的素质教育，其宗旨是培养大学

生的创业能力，即成功创业所必须具备的知识、技能和心

理素质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提出：大学生“不再仅仅

是求职者，而首先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这就强调了

现代大学教育的社会公益性和功利性。但事实上，大学

生创业教育是真正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

的教育。其宗旨并非培养少数精英，而是培养全体学生

的创新、创业能力，进而带动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水平。

具体而言，大学生创业教育的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培养创业人才
创业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教育的创新，

包括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手段的创新。通过

创业教育，可以增强学生的创新思维，拓展其专业知识

面，提高其实践能力，使学生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

力的创业型人才。

２．２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通过创业教育，一方面，可以激发大学生创业的热

情，培养其为社会创造财富，开拓创新的意识，进而在全

社会营造创业氛围，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思想舆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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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创业者们通

过开发新的产品、工艺和服务，有利于促进知识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和社会

经济的发展。

２．３　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当前我国正大力加强创新型国家建设，试图构建国

家创新体系。创业教育通过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进而

有利于激发全社会的创业行为和创新活力。事实表明，

创新型国家建设与创业教育是相互促进的，一国的创新

型社会、经济越发达，创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就越高，反之

亦然。例如美国、日本等国的创新能力很强，而其创业教

育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在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

２．４　促进文化观念的进步
个人的创业活动必然会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创业

教育自然也包括创业文化氛围的营造。发展中国特色的

创业教育，一方面，要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包

括自强不息、重视积累和勤劳朴素等美德；另一方面，也

要注重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要融入敢于冒险、崇尚创新

这些新元素。显然，大学生创业教育能推动社会文化观

念的进步。

３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目标
３．１　目标定位

关于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目标，国内学者的观点主要

有三种：第一种观点强调对大学生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

以邓敏等人为代表［２］；第二种观点强调大学生创业教育

要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和发展能力，以毛杰、李翅等人为

代表［３］；第三种观点强调通过创业教育提升大学生整体

素质，以房欲飞等人为代表［４］。我们认为，大学生创业教

育如果以解决大学生就业为目标导向，容易导致创业教

育被简单地理解为教会学生创办企业，自行创造就业机

会。这就会在思想层面抑制大学创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

创新。

高校创业教育的目标定位要由“知识本位型”向“素

质本位型”转变。其总体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创业意识，提高其创业能力，塑造其创业人格，使之具备

全面的企业家素质，并能适应不断变革的知识经济时代。

其中，提升创业能力是核心目标。

３．２　核心目标———创业能力
大学创业教育的核心是培育学生的创业能力。关于

创业能力，国内学者有的强调创业者资源整合的能力，有

的侧重创业者创业时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心理素质和企业

家人格特征，还有一些学者则强调创业者的业务实践技

能，并构建了创业能力概念模型［５］。

根据美国学者 ＭａｎＴ．Ｗ．Ｙ，Ｔｈｅｒｅｓａ等人的观点，创
业能力是创业者拥有的关键技能和隐性知识，是个体拥

有的一种智力资本，作为高层次的特征，它包含个性、技

能和知识，被视为创业者能成功创业的整体能力［６］。显

然，创业能力包涵知识、经验、技术能力、个性特质和动机

水平等多个方面的要素，其中有显性的能力，例如知识、

技能和经验，也有隐性的个性和动机等因素。

３．３　终极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的价值理

念实际上赋予了创业教育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功能。在此

理念下，高校创业教育不仅仅是教导、鼓励学生创办一家

企业，更是为了培养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素质。

关于创业者的人格特征，国内外一些学者都做过归

纳和总结。例如全球创业教育和研究的著名专家威廉·

Ｄ·拜格雷夫将优秀创业者的人格特征归纳为 １０个
“Ｄ”，即理想（Ｄｒｅａｍ）、果断（Ｄｅｃｉｓｉｖｅｎｅｓｓ）、实干（Ｄｏｅｒｓ）、
决心（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奉献（Ｄ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热爱（Ｄｅｖｏｔｉｏｎ）、
周详（Ｄｅｔａｉｌｓ）、命运（Ｄｅｓｔｉｎｙ）、金钱（Ｄｏｌｌａｒ）和分享（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ｅ）［７］１７５。学者们关于创业者特性的归纳是比较具体
而复杂的，创业者应是素质全面的人才。而创业教育无

疑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内容上看，不仅包括知识的教育，

还包括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技能教育；从方法上看，不

仅包括学校的教育，还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重点就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创业能力，这是基于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价

值目标的尊重。而大学生创业绝不仅仅是为了就业这一

功利目的，自我价值实现才是最终目标。

４　结　语
创业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

力。从根本上说，它是一项全面的素质教育，既包括专业

知识的学习，也包括人文精神的熏陶，其目标的实现绝不

能靠一些技能训练。在正确认识大学生创业教育价值与

目标的基础上，我们要结合国内外实际以及高校自身的

发展情况，对创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提出新的思路，并对

教育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高校有必要营造一种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创新文

化氛围，依托创业教育的平台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不断深化素质教育。在坚持创新教育的基础上，以创新

教育促进创业教育，以创业教育促进教育教学改革，从而

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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