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 术 论 坛

—
D O I: 10

.

16 66 1 / j
.

姗k i
.

16 72 一3 79 1
.

20 16
.

20
.

lj 3

2 0 j6 N0 2 0

S C一医N C医 & T医C 日N O LO G 丫 一N 日0 日M A T 一O N 舜l自图现

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现状分析
¹

— 以江苏省部分高职院校为例

高庆勇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经贸管理学院 江苏常州 2131 6 4)

摘 要
:
通过对江苏省高职院校大学生创业教育开展现状分析

,

认为高职 院校开展创业教育的形式比较单一
、

创业教育的模

式和内容单调
、

对创业教育的政策支持不够
、

创业教育环境缺乏
、

大学生对创业和创业教育的理解片面
、

创业教育教材和创业教

育评价体 系缺乏
、

创业师资配备不合理等
。

提出创建良好的创业教育氛围与宽松的创业教育环境
、

加强高职创业教育师资队伍

建设
、

构建高职多样性的创业教育课程体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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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作为新的教育理念
,

是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基础

上进行的
,

以开发和提高青少年的创业基本素质
,

增强大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模式
,

是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对人才需

求的要求
。

江苏省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开展较好的省份之一
,

近年

来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

研究江苏省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创业

教育
,

分析其开展的现状与存在的不知
,

对全国高职院校的创业

教育起到很好借鉴作用
。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

1 研究对象

采用群体抽样方法
,

根据江苏地区分布
,

从苏南
、

苏中
、

苏北抽

取7所高职院校(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

徐州建筑职业

技术学院
、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等)的 1000

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
。

1
.

2 研究方法

采取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
,

设计了《高职院校大学生创业教育

现状调查问卷》
,

发放问卷 1000 份
,

得到有效问卷97 6份
,

问卷有效

率9 7
.

6 %
。

2 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现状分析
2

.

1 大学生对创业和创业教育的理解

创业教育是一种崭新的教育理念
,

是人才观的转变和教育观

的革命
,

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
。

调查得知
,

有 87 %的学生认为高

职院校开设创业教育很有必要
,

但对什么是创业教育不理解
,

认

为只要开创一份事业都可以叫创业的同学占38 %
,

认为上学期间

勤工俭学
、

外出干兼职是创业的学生占61 %
,

大学生对创业的理解

还仅仅局限于一个相对较浅的层面
。

另外
,

有88
.

j%的大学生认为

高职院校开设创业教育很有必要
,

大多数学生对创业教育的意义

保持肯定态度
,

说明当代大学生支持创业
,

希望参与创业
,

这对今

后创业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环境基础
。

2
.

2 大学生对学校创业教育的评价

创业教育观念是决定高职院校开展校企合作的内在动力
,

学

生如果对创业教育有较好的评价
,

有良好的创业观念
,

则在创业

教育活动中会积极投入学习
,

然而
,

受多年来应试教育影响
,

一些

高职院校为了响应国家创业号召
,

象征性地做些创业教育宣传
,

不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
,

而把重心偏向于鼓励学生学好专业技

能知识
。

调查得知
,

江苏省高职认为学校创业教育较差的为刃%
,

21%的学生认为学校的创业教育开展得比较好
,

20 %的学生认为

一般
。

多数高职院校只是开展
“

挑战杯
” ‘

沧吐业大赛
”

等全国大学生

课外科技竞赛等活动
,

多数学生也仅仅知道大学生创业计划大

赛
。

反映了目前高职院校开展创业教育的形式比较单一
。

2
.

3 学校创业教育课程设置情况

创业教育的实施离不开创业教育课程与教材的支撑
,

从高职

院校现实创业教育现状看
,

课程设计简单
、

教材匾乏
。

调查得知
,

有7 1%的大学生认为设置创业教育课程没有意义
,

只有 11
.

j%的

大学生认为应该设置创业课程
。

认为把创业类课程列为高职必修

课的占总数31
.

6% ,

认为将创业课程作为选修的占68
.

4% ,

可见开

设创业课程成为高职院校普遍的共识
。

访谈得知
,

目前多数高职

院校都拘泥于创业讲座
、

报告
,

创业教育相关专业教材几乎没有
,

多数高职培养人才的目标更多倾向于岗位工作者
,

而不是岗位创

造者
。

2
.

4 创业教育的模式和内容

学生对创业知识的需求并不仅限于开设几门课程
,

而是能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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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提高创业意识
,

需要一个系统的模块和多样化的内容
。

调查得

知
,

拓
.

3%的学生希望得到挫折心理教育
;

78
.

3%的学生期望得到

实践能力的教育
; 9 1

.

2%的高职大学生期望得到创业基本理论教

育
;
33

.

9%的学生期望得到团队精神教育与培养
;
41

.

2%的学生希

望学校开设创业学或创业管理方面的课程
,

说明大学生对创业和

创业教育知识了解有限
,

创业胜任力中最缺乏的因素是积累社会

经验和人际技能
,

多数高职学生没有接受过创业专门教育
,

一部

分学生创业 自信心不足
,

缺乏创业精神
。

2
.

5 创业师资配备现状

创业教育领域的师资要通晓创业教育的理论知识
,

要有社交
、

营销
、

管理等各方面创业实践经验
,

对讲授该课的教师要求相应提

高
。

调查得知
,

学生对教师授课内容的创新性评价不高
,

3 1%的学生

认为老师无需接受创业教育的培训
,

14
.

7%的学生对老师是否接受

创业培训抱无所谓态度
,

80
.

3%的学生认为教师应该接受创业培

训
。

访谈得知
,

高职现有的教师大都没有创业经验
,

63
.

j%的从事创

业教育的教师不具备
“

双师素质
” ,

许多教师边 自学边教学
,

对于新

时期大学生创业必须的虚拟企业知识
、

融资
、

创业等知识欠缺
。

2
.

6 学校对创业教育支持现状

创业教育目的是发挥高职院校职业教育的优势
,

培养出具有创

业精神
、

创业能力的人才
,

要求高职院校要从多个方面为创业教育提

供资源
。

调查得知
,

目前认为创业教育学校政策支持不够的占26
.

10/0
,

认为资金缺乏的占36
.

7%
,

认为学校创业能力不够的占32
.

j%
,

高职

生对创业政策的了解贫乏
,

只有犯%的大学生知道国家对大学生

创业有鼓励政策
,

多数学生对政府创业政策关注不足
。

访谈得知
,

高职中一些教师对创业教育的实施对象不明确
,

部分教师认为实

施创业教育的对象应该是毕业班的学生
,

不应该对大一学生实施
,

一些学校缺乏创业的氛围
,

缺乏鼓励个人创业的配套措施
。

—
学 术 论 坛

创业教育的良好氛围可以促使学生理性思考未来
,

规划职业

生涯
,

打造和谐的创业氛围和环境是开展创业教育的基本前提
。

树立创业是一个公民素质能力的重要体现
,

在全社会培育创业意

识
,

倡导创业精神
,

倡导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
。

要营造校园

创业文化氛围
,

通过宣传栏
、

校园刊物
、

校园网络等使学生了解创

业的政策法规等信息
,

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
,

形成良好的创业教

育氛围
。

3
.

2 加强高职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创业教育需要的具有创业激情
、

创业能力
、

创业实践的教师
,

培养一支具有创业意识和素质的师资队伍是高职院校创业教育

的关键
。

高职院校要建立有效的创业教育激励机制
,

促使教师主

导提升自我职业素养
,

要为教师个人的进步拓展空间
,

建设创业

教育教师的培训基地
,

组织教师到创业市场进行系列考察活动
,

为高职院校创业教育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
。

3
.

3 构建高职多样性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是创业教育的基础
,

开发出一系列实用

适需的创业教育课程是发展创业教育的当务之急
。

在创业教育课

程开发的过程中
,

将创业成功者都纳入创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主体

当中来
,

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应围绕创业过程的具体环节而展

开
,

要注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相结合
,

充分发挥不同地

区高职的教育特色
,

不断探求和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

构建多样性

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

提升高职创业教育的策略

创建良好的创业教育氛围与宽松的创业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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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方法
,

它包括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
,

只有这样
,

公众的积极

性和参与性才能更大激发并得到提高
。

2
.

4 提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水平
,

大力发展环保NG O组织

城市环境公众参与机制构建中
,

大力发展环保N G O组织
,

积

极推动N G O社会团体参与其中
,

提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水平
。

N G O 环保社团组织具有较强的中立性
,

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

是搭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民意协调平台
,

为公众参与环保工作提

供有效的参与渠道
。

2
.

5 拓展公众参与机制的形式与渠道

城市环境公众参与机制构建中
,

提高公众的参与性是十分重

要的
,

因此
,

拓展更多的渠道是有效方法
。

首先
。

引导鼓励公众关

于环境的投诉
,

这需要完善并实施环保信访制度
。

其次
,

切实执行

环保问卷调查制度
,

定期向公众发放针对性强的环保问卷
,

了解

公众对环保工作的诉求和建议
。

最后
,

建立环保参与直通车制度
,

让公众能与较高层面的政府部门直接沟通
,

提高信息对接的效率

和效果
,

表达诉求
、

维护权益
。

2
.

6 建立健全环境法律法规

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是城市环境公众参与机制构建中的保

障
。

通过环保立法可以保障公众获得最大的环境权益
,

提升公众

参与环保事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

也为公众参与环保工作在实

体
、

程序等两方面予以规范
,

公众参与环保工作就会更加的具有

可操作性
,

降低公众参与环保事务的门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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