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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关键要素分析与研究
唐国强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五年前，全国兴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许多高等院校也纷纷开设了创业创新学院，请来了任课教师，同学们的学

习热情高涨，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看看到底自己是否是一块创业的“料”。笔者认为，这种势头是好的，关键是引路人的水平及高校各个

方面的软硬件条件。因此笔者特撰写此文以抒发对于这个领域的关注和思考，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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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笔者在高校工作多年，同时也在企业工作多年。因此对于

高校的学生创新创业的想法表示非常理解，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学

生是否能真正去创业，哪些因素会决定学生创新创业的成功与否？

这些都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首先，是学生的导师水平。导师是否自己

去创过业？至少导师是否在企业有过长期的工作经验，尤其是在决

策层面的岗位。其次，学生所开设的课程内容是理论，还是理论+实
践，还是纯实践，课程的内容设置了哪些内容，是否有连贯性和目标

性，学习之后学生的综合素养能力是否能快速提升？学生是否能具

备企业领袖的气质和胸怀，性格及独立思维逻辑是否适合创业？再

则，学校所提供的给学生的平台有哪些，是讲台，还是工作室，是企

业岗位，还是学生自己校外创办的孵化器，学校提供为学生平台究

竟是什么？等等这样一系列问题就不得不让我们去反思，怎么去做

才能够让学生最大程度上成长，哪怕是不能创业或者创业失败，至

少学生的综合素养能力，自信心及人生梦想被点燃。这也许也算是

做了点有意义的事情。笔者打算从五个方面来阐述关于大学生创业

创新教育的思考。

第一，创业创新教育的核心首先是引路人。

一个伟大的国家必然有一位伟大的领袖，一个伟大的企业必须

有一位伟大的创始人，一个强劲的战旅必定有一批虎虎生威的将

帅。因此，培育优秀的高校创业大学生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有优秀

的导师，真正在血雨腥风的商场上战斗过的导师。这些人既有理论

水平又有实战经验，他们成功过，也失败过，他们充满着奋斗的激

情，这种激情是在创业的过程中迸发出来的。他们身上的这种创业

激情磁场自然散发出来，走进课堂，学生就能“闻得到”，而这种“气

味”正是学生创业所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导师身上，你能体会到他们

都在“务实”，但是又能将实践经验总结出来“务虚”。所以，这些导师

是有魅力的，而任何成功的企业创始人基本都是具备有这种特质：

敏锐的洞察力、人格的力量、敢闯的勇气、持之以恒的韧劲及容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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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具体来说，敏锐的洞察力是他们总是善于抓住市场行业竞争

中的潮流商机，并快速抢占一席之地。人格的力量是他们为人正直、

诚信，给员工能带来正能量，为人低调谦虚、沉稳、冷静，关键时候能

展现其决策的大智慧。敢闯的勇气是他们把这个创业过程当作人生

的兴趣爱好，乐在其中、乐此不疲。懂得集思广益，敢于大胆决策，哪

怕是遇到坎坷和挫折都视为是前进道路中必经之地，是团队成长的

财富。持之以恒的韧劲是他们看准了的事情，心心念念，反复琢磨。

在等待中前进，在前进中等待，直到胜利的曙光出现，继而思考下一

步计划。擅于反思总结过程中的点点滴滴，酸甜苦辣，所接触的人和

事，忆苦思甜。因此有这样一批具有丰富阅历和创业经验的导师分

享，尽管传授的是个人间接经验，但是能够影响学生，特别是具有创

业潜质的学生，因为他们身上就具备一些类似的性格特质。

第二，学生群体中挑选优秀的学生创业领导人。

任何事情的成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有

限，一定是优秀团队的力量，但是要打造一支劲旅，首先是团队的核

心，而学校的创业团队中的核心就是具备创业特质的人群。这些核

心学生在中学时或者更早时期就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他们爱

好读书，爱好实践，并且善于分享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在学生团

队中人缘好，他们情商都比较高，善于处理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同

学们都喜欢他，拥护他，而他本身自己就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因此

挑选这些同学作为创业团队的核心人物，由于他们悟性高，因此能

够快速吸纳优秀导师的企业管理经验。并且他们又能在实践中起到

“传帮带”效果，一级一级将能量传递给团队中的每个人。由于他们

具备有独立思考能力，在关键时候自己能分析决策并且做出有效的

决策，这就好比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而创业者正是把一个个“麻

烦”问题不断解决的过程中成长起来。他们成功的解决方案有的是

对其创业导师的有益补充，甚至在交流碰撞过程中产生出新的智慧

火花。

第三，创业平台选择及方向。

学生的创业平台有许多，有的是自己组织几个人在校外租用场

地开办工作室，自行任命负责人和核心团队的成员，基本是关系较

好的几个同学凑在一起来创业，分工合作，通过互联网平台接单。也

有许多高校在校园中特地设定校内创业实训基地，学生们可以开实

体店，在学校做起来“买卖”，体会着当老板的感觉。这种模式固然是

好，对于学生没有太多资金风险。同时可以让大批同学参与其中，但

是不足也正是因为没有风险。因此，责任意识和压力比较小，会给学

生的用心程度就不一样，这就是人性的心理特质，需要有压力，才能

更好做好事情、办成事情。关靠做事的激情还不够，还需要详细周密

的方案及计划，需要团队的执行力，需要不断总结和反思。以上所谈

论的小平台，是看得见的平台，务实的平台。我们还要注意务虚的平

台，这个平台就是中国市场的未来方向，行业的趋势，未来创造财富

的蓝海市场，这些风口在哪儿？如何判断？是凭直觉判断，还是有详

细的调研数据，调研的途径及调研的素材从何而来？等等这些问题

没有考虑清楚，依然事倍功半，因为在创业的时候，努力的方向正确

了，考虑了未来 5年甚至是 10年左右的事情，那么怎么努力都不为
过。但如果努力的方向是错的，那么所有的付出也许都是徒劳，成功

的希望比较渺茫。所以，确定在哪个行业去创业非常重要，同时还要

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才能持续有激情去闯、去拼。

第四，创业课程的内容设置。

许多高校的创业创新课程教材都是专家教授编写的，但是这些

专家教授中许多都自己没有去创业过，甚至企业的工作经历都没

有，因此编写的教材内容都是从其他途径学习了理论后编入教材。

这样的教材是不能用的，会耽误学生，创业课程的教材应该由授课

人自己编写讲义来实施，因为这是在传授他们自己曾经历过的故事

和在做项目谈判中的经验。笔者认为创业课程的内容本身就是多样

性，但同时教材中应该也需要具有普遍性内容，比如公司创办过程、

企业文化的建立、企业各个部门的职责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企业的

产品的分类及特点、品牌的树立过程、公司激励奖惩机制、客户的心

态、市场政策、项目的售前、签约、实施、运维、售后等等。这些内容都

是需要仔细展开用真实案例来支撑，并且在分享过程中分组讨论，

激发学生的思考。在最后的总结环节过程中，让学生自选角色，自行

搭配，自行出创业方案，然后团队成员相互支撑论证自己的创业可

行性。创业之所以难，是因为没有普遍的运用规律，但是有几个基本

的规律是一定的。就是一家成功的企业肯定需要优秀人才，要持续

不断的培养人才梯队。另外是要在产品上投入研发力量，始终思考

对于企业长期来看受益的事情。每年的企业利润中要按比例投入在

人才、产品上。只有优秀的人才才能持续的企业力量源泉，产品才能

够引领市场。

第五，创业的核心竞争力。

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有一些相似的特质，比如：创始人独特的敏

锐商业眼光、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对技术产品品质不断的追求、企业

文化的价值观深入人心等等。这些特质中已在前文中作了部分阐

述，笔者接下来重点谈谈企业的产品问题。创业过程中所选择的产

品的核心竞争力非常重要。如何做到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这就

需要产品研发团队久久为功的去创造。产品是服务客户的，客户的

认可和信赖是最好的标准，所有的研发过程都要围绕客户的体验感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好的产品是怎么诞生的，这就好比培养一

个优秀的人才，在孵化阶段就要做好胎教和早教，需要各个方面的

细心呵护。笔者认为好的产品一定不能离开终端用户，要能够把终

端用户，特别是有能力有水平的客户组织起来不定期进行交流和碰

撞。因为他们在长期公司产品中有比较和感触，而一个好的产品一

定是在细节方面做得非常好的。德国公司的产品为什么受到世界各

国人民的青睐，因为德国制造的工艺水平是符合大众心理需求的，

是从大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做得非常人性化和具有质感，这种质感

是由内而外都渗透的。因此，产品的升级换代一定是客户在推动着

我们发展，要去思考推动产品迭代更新的关键要素是什么。推动创

业公司产品不断引领市场的核心是什么？是创业团队中有懂得客户

的独立思考人才，还是优秀客户在反推创业公司的产品迭代升级，

还是刚好在风口上，机会给了创业者？笔者认为应该是创业者很好

的运营团队，不断为客户创造价值，才有根深蒂固的信赖感，时间长

了就是产品的品牌价值。

总之，大学生创新创业的道路是未知的，需要一批又一批有责

任感的导师去引领，起着灯塔效应。在创业过程中苦处，才知道创业

成功后的乐处。这苦是负责任而来，到了一定年龄责任自然扛在肩

上，尽得大的责任则得到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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