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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实证研究
———基于江苏省８所高校的问卷调查数据

孙俊华，金　丹

摘　要：通过借鉴现有成熟量表，对江苏省８所高校在校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进行了问卷调

查，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对大学生的个人背景、家庭背

景、创业教育、创业榜样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和一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和家

庭背景的大学生在创业自我效能感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而接受创业教育和接触创业

榜样，能够显著地提高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对实证分析结果进一步的讨论后，对大学生

创业引导策略和创业教育体系构建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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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近 年 来，我 国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形 势 日 趋 严

峻，毕业生数 量 持 续 保 持 高 位 增 长，２０１５年 高 校

毕 业 生 数 量 更 是 达 到 了７４９万 的 历 史 最 高 点。
为此，２０１５年３月５日，国 务 院 总 理 李 克 强 在 十

二届全国 人 大 三 次 会 议 上 所 做 的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中特别强 调，要 加 强 就 业 指 导 和 创 业 教 育，落 实

高校毕业 生 就 业 促 进 计 划，鼓 励 到 基 层 就 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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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好大 学 生 创 业 引 领 计 划，支 持 到 新 兴 产 业 创

业［１］。而２０１４年 底，教 育 部 也 曾 出 台 专 门 文 件

指导２０１５年毕业生 就 业、创 业 工 作，其 中 也 非 常

强调实 施 好 新 一 轮 大 学 生 创 业 引 领 计 划，以 及

“高校 要 建 立 弹 性 学 制，允 许 在 校 学 生 休 学 创

业”［２］。一 直 以 来，因 为 创 业 能 在 提 高 经 济 收 益

和市场创 新 的 同 时，增 加 就 业 机 会，而 被 作 为 促

进就业的一项重要措施。
但是，创 业 活 动 具 有 高 度 的 不 确 定 性，要 获

得成功则要求个 体 具 有 很 高 的 综 合 素 质、必 要 的

资金、人力资 本 和 合 适 的 机 遇。因 而，在 引 导 大

学生创业 时，必 须 要 充 分 考 虑 具 体 的 个 体 特 征，
如个人素质、创业 意 愿 等。作 为 个 体 对 自 身 成 功

实施创 业 活 动 的 能 力 的 感 知，创 业 自 我 效 能 感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ＥＳＥ）是预测创业意

愿的一个重要 前 导 变 量［３］。因 而，通 过 研 究 创 业

自我效能感，可以 充 分 了 解 大 学 生 的 个 体 素 质 及

其创业意愿，从而 为 制 定 针 对 性 的 创 业 引 导 策 略

提供坚 实 的 基 础。本 研 究 通 过 借 鉴 现 有 权 威 量

表，对江苏 省８所 高 校 在 校 生 进 行 了 问 卷 调 查，
以此来分析江苏 在 校 大 学 生 的 创 业 自 我 效 能 感，
并比较不同类型 大 学 生 创 业 自 我 效 能 感 的 差 异，
从而为高 等 院 校 制 定 大 学 生 创 业 引 导 计 划 提 供

经验支持。

　　二、研 究 设 计、调 查 样 本 和 分 析

方法

　　１．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测量

自我效能感这一构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班

杜拉（Ａｌｂｅｒｔ　Ｂａｎｄｕｒａ）于１９７７年 提 出，他 认 为 自

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其组织和实施达成特定目标

所需行动过程的能力的信念［４］１９１。班杜拉认为，由

于不同活动领域之间存在的差异，人们对所需要的

能力和技能的信息也存在差别，因而自我效能总是

和特定的领域相联系［４］２１５，［５］。创 业 自 我 效 能 感 是

自我效能感在创业领域的具体表现，即大学生对自

己能否进行与创业相关的任务或活动所具有的信

念。陈昭全等较早地对创业自我效能感进行了测

量和研究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创业自我效

能感的研究之中。陈昭全等对创业自我效能感这

一构 念 进 行 了 探 讨，并 将 之 界 定 为 营 销、创 新、管

理、风险承担和财务管理等五个维度，并使用ＭＢＡ
学员、企业 管 理 者 和 创 业 者 等 不 同 样 本 进 行 了 比

较［６］２９５。之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探讨和

研究，如德诺贝尔等（Ｄｅ　Ｎｏｂｌｅ　ｅｔ　ａｌ．）将创业自我

效能感界定为创新、机会识别、人际关系管理、资源

获取与配置、风险与不确定性管理、营造并维护创

新支持环境等维度［７］，福布斯（Ｆｏｒｂｅｓ）将之界定为

营销、管理、冒险和财务等维度［８］，巴尔博 萨（Ｂａｒ－
ｂｏｓａ　ｅｔ　ａｌ．）将 之 界 定 为 维 护 投 资 者 关 系、管 理 新

企业、容忍不确定性和识别机会等维度［９］。比较而

言，这些研究都是在陈昭全等人的基础上进行了调

整或拓展。因此，本研究将直接借鉴陈昭全等人的

量表，来验证其对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研究的适

用性。

２．调查样本

本文的调查对象为江苏省不同层次、不同类型

的８所高校在校大学生，具体包括南京大学、东南

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京大学金陵

学院、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滨江学院和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采取分层整

群抽样方法，通过各院校的教务处、就业中心等部

门发放了２　４００份问卷，最终获得２　２４５份有效问

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９３．５４％。具体的样本分布

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江苏省８校问卷调查的样本量分布情况

变量 编码 样本量 百分比／％

性别
女性 ０　 １　２９５　 ５８．６

男性 １　 ９１６　 ４１．４

是否独生子女
否 ０　 ７４４　 ３４．０

是 １　 １　４４６　 ６６．０

年龄
２１岁以下 ０　 １　３４４　 ６３．６

２１岁及以上 １　 ７６９　 ３６．４

年级

一年级 １　 ５９１　 ２６．７

二年级 ２　 ６１８　 ２７．９

三年级 ３　 ７８０　 ３５．３

四年级 ４　 ２２２　 １０．０

专业类型

人文类 １　 ４４８　 ２０．２

社科类 ２　 ６５　 ２．９

经济管理类 ３　 ８８０　 ３９．７

理科类 ４　 ２４５　 １１．１

工科类 ５　 ５２２　 ２３．６

其他 ６　 ５４　 ２．４

学校类型

“２１１”院校 １　 １　０８９　 ４８．５

一般本科院校 ２　 ９９６　 ４４．４

高职院校 ３　 １６０　 ７．１

是否曾获得助学金
否 ０　 １　７２５　 ７８．２

是 １　 ４８２　 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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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变量 编码 样本量 百分比／％

父母最高教育程度

其他 １　 ６２４　 ２８．７

高中 ２　 ６８２　 ３１．４

中专 ３　 ７８　 ３．６

大专 ４　 ２２８　 １０．５

本科 ５　 ４８１　 ２２．１

硕士 ６　 ５４　 ２．５

博士 ７　 ２６　 １．２

父母最高职业类型

职业类型１　 １　 ２２０　 １０．０

职业类型２　 ２　 ９５３　 ４３．５

职业类型３　 ３　 ３９８　 １８．１

职业类型４　 ４　 ６２２　 ２８．４

家庭所在地

乡镇或农村 １　 ７８１　 ３５．５

县级市 ２　 ５４４　 ２４．７

地级市 ３　 ５６６　 ２５．７

省会／直辖市 ４　 ３１１　 １４．１

是否选修过创业课程
否 ０　 １　３１９　 ５９．０

是 １　 ９１５　 ４１．０

是否参加过创业活动
否 ０　 １　５０９　 ６９．５

是 １　 ６６２　 ３０．５

父母是否曾创业
否 ０　 １　２９４　 ６０．１

是 １　 ８６０　 ３９．９

　　注：Ｎ＝２　２４５。部分变量存在缺失值。父母最高教育程度和父母

最高职业类型指父母双方的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中取（得分）高者。

３．分析方法

为了解所借鉴的量表对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

感测量的适 用 性，先 进 行 因 子 分 析（ＥＦＡ）和 信 度

分析（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由于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包含

２２个条目，在分析中基于因子分析进行“降维”来

将其变为５个指标。为了分析不同类型大学生创

业自我效能感上的差异，本研究采用了相关分析法

和一元方差分析法（ＡＮＯＶＡ）。

　　三、实证分析结果

　　１．因子分析

首先进 行 检 验 统 计 量（Ｋａｉｓｅｒ　Ｍｅｙｅｒ　Ｏｌｋｉｎ，

ＫＭＯ）和巴 雷 特（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 形 检 验 来 检 验 变 量

是否适合进行因 子 分 析。检 验 结 果 表 明，测 量 大

学生创业自 我 效 能 感 水 平２２个 条 目 的 ＫＭＯ值

为０．９６，巴 雷 特 球 形 检 验 的 相 伴 概 率 Ｐ值 为

０．００，说明各 条 目 之 间 的 相 关 性 很 强，非 常 适 合

进行因子分析。
按 照 陈 昭 全 等 的 界 定，创 业 自 我 效 能 感 包 括

５个维 度［６］３１６。按 照５个 维 度 进 行 因 子 分 析，未

旋转时的最低特征值为０．８６，前５个 公 因 子 解 释

了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总 方 差 的６８．１０％。旋

转后的因 子 载 荷 和 各 维 度 的 信 度 分 析 结 果 如 表

２所示。

表２　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序号　　创业自我效能感量　　　　　　　 均值 标准差 营销因子 创新因子 管理因子 承担风险因子 财务管理因子

１．１　设置并达到既定的市场份额目标 ３．３１　 ０．９９　 ０．８１

１．２　设置并达到既定的销售目标 ３．４２　 ０．９５　 ０．８２

１．３　设置并达到既定的利润目标 ３．３６　 ０．９４　 ０．８０

１．４　在产品市场中建立自己的位置 ３．５３　 ０．９５　 ０．５７

１．５　进行市场分析 ３．６４　 ０．９６　 ０．３８

１．６　扩展公司业务 ３．４５　 ０．９７　 ０．３９

２．１　开发新的创业活动和新想法 ３．６２　 ０．９８　 ０．７９

２．２　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 ３．５４　 ０．９９　 ０．８３

２．３　找到新市场 ３．４６　 ０．９９　 ０．７４

２．４　开发出有关生产、营销和管理的新方法 ３．４１　 ０．９９　 ０．６１

３．１　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 ３．４６　 ０．９４　 ０．４５

３．２　战略规划和利用各种信息 ３．５８　 ０．９３　 ０．６２

３．３　通过设定目标来进行时间管理 ３．６７　 ０．９５　 ０．７９

３．４　设定和达到目标 ３．６３　 ０．９１　 ０．６９

３．５　确定组织中的职位、职责和政策 ３．６４　 ０．９４　 ０．６６

４．１　科学的风险分析 ３．４１　 ０．９８　 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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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序号　　创业自我效能感量　　　　　　　 均值 标准差 营销因子 创新因子 管理因子 承担风险因子 财务管理因子

４．２　在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下做出决策 ３．２５　 １．０３　 ０．６４

４．３　对想法和决策负责 ３．７８　 ０．９８　 ０．６４

４．４　在压力和冲突下工作 ３．６１　 ０．９９　 ０．７１

５．１　进行财务分析 ３．４７　 １．０２　 ０．８０

５．２　建立财务系统和内部控制 ３．３９　 １．０２　 ０．８２

５．３　控制成本 ３．５４　 １．００　 ０．７１

特征值（旋转后） — — ３．２２　 ３．４３　 ３．２５　 ２．１１　 ２．９８

解释方差（旋转后百分比）／％ — — １４．６３　 １５．６０　 １４．７６　 ９．５８　 １３．５３

信度 — — ０．９０　 ０．８６　 ０．８５　 ０．７７　 ０．８４

　　注：数值为探索性因子分析中的因子载荷，旋转方式为最大 方 差 法。５点 李 克 特 量 表：１为“完 全 不 自 信”、３为“不 确 定”、５为“完 全 自

信”。

　　从因子载 荷 水 平 来 看，１９个 条 目 的 因 子 载 荷

均高 于０．４５，其 余３个 条 目 均 非 常 接 近 临 界 值

０．４。从提取特征根后的共同度来看，所有条目的共

同度均在５０％以上，即这些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
变量都能被公因子解释。从各个条目的公因子（维
度）分布来看，与陈昭全等人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
因而将该量表应用于测量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

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从信度分析结果来看，５个

公因子的克 朗 巴 哈 系 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值 均

高于０．７７，而量表总信度为０．９５，说明大学生创业

自我效能感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

２．相关分析结果

基于以上因子分析结果和陈昭全等人的界定，
通过加权平均将大学生自我效能感“降维”为营销

因子、创新因子、管理因子、承担风险因子和财务管

理因子５个指标，并计算了２２个条目的均值———
创业自我效能感指标。从均值来看，６个指标的均

值都介于３．４５～３．６０之间（５点李克特量表），即

样本高校 大 学 生 的 创 业 自 我 效 能 感 并 不 是 很 高。
对大学生的个体背景（４个指标）、家庭背景（４个指

标）、创业教育（２个指标）、创业榜样（２个指标）与

这６个指标的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各影响因素相关系数

变量 创业自我效能感 营销因子 创新因子 管理因子 承担风险因子 财务管理因子

个体

背景

性别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０

是否独生子女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９＊＊

年龄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６＊＊

年级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６＊＊

学校类型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１＊＊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８＊＊

家庭

背景

父母最高教育程度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８＊＊

父母最高工作类型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４６＊

家庭所在地类型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１０＊＊

是否获得助学金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４９＊

创业

教育

是否选修过创业课程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１

是否参加过创业活动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５＊

创业

榜样

父母是否曾创业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６＊

亲戚朋友和熟人是否曾创业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８＊＊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双尾检验）。

　　从大学生个体背景特征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

相关分析结果中可知，性别与营销因子、创新因子

和承担风险 因 子 显 著 正 相 关，即 男 性 大 学 生 在 这

３个维度上的创业自我效能感比女性大学生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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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之前的有关不同性别个体的冒险倾向和创业

意向关 系 的 研 究 结 论 基 本 一 致［１０－１１］。相 较 而 言，
非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更高，该指标

与６个指标都 显 著 负 相 关（ｐ＜０．０５）。大 学 生 的

年龄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５个指标显著正相关，即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学生对自己成功创业的信念越

高；但年级与自我效能感的５个指标显著负相关，
即高年级的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更低。究其原

因，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学生的能力素质在

不断提高，但同时也越发认识到创业本身的艰难和

潜在的风险。学校类型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６个

指标均显著正相关，即“２１１”类高校大学生的创业

自我效能感最低，而高职类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

感最高，这可能与各类高校大学生自身发展目标、
能力评 价 标 准 以 及 各 类 高 校 的 培 养 方 式 等 因 素

有关。
从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相

关分析结果中可知，反映大学生家庭社会地位与社

会资本的三个指标均与创业自我效能感负相关，其
中父母的最高教育程度和家庭所在地与６个指标

都显著 负 相 关（ｐ＜０．０１）。这 说 明，相 比 而 言，家

庭社会地位 越 好 的 大 学 生，其 创 业 自 我 效 能 感 越

低，进而可以推断出这类大学生的创业意向也会更

低。同时，是否获得过助学金与创业自我效能感中

的３个指标显 著 正 相 关（ｐ＜０．１），即 家 庭 经 济 状

况较差的大学生，其创业自我效能感更高，未来的

创业意向也会越高。综合而言，家庭社会地位和经

济状况较差的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更高，未来

创业的可能性也更大，但是这类创业更多属于“生

存型”创业。其受限于家庭在资金、社会资源等方

面所能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这类创业的难度和不

确定性也会更高。
从大学生的接受创业教育情况与创业自我效

能感的相关分析结果中可知，课程选修与创业自我

效能感的３个指标、参加创业活动与６个指标都显

著正相关。这说明选修创业课程和参加创业活动，
能够显著提高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感。

从创业榜样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结

果中可知，除父母创业榜样与营销因子的相关系数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余１１个正相关系数均

显著，即大学生接触的家人、亲戚、朋友和熟人中有

曾经创业的且与之交流过创业事宜的，会显著提高

大学生的创业意向。

３．方差分析结果

为了进 一 步 了 解 各 种 类 型 大 学 生 创 业 自 我

效能感的差异，本 研 究 通 过 一 元 方 差 分 析 方 法 来

对其进 行 进 一 步 的 考 察 和 分 析，具 体 结 果 如 表

４所示。
表４　各影响因素对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一元方差分析结果

变量 创业自我效能感 营销因子 创新因子 管理因子 承担风险因子 财务管理因子

个体

背景

性别 ２．０２　 ４．９６＊ ２．７１＊ ０．０８　 ４．１７＊ ０．０１

是否独生子女 １５．６９＊＊ ２０．４１＊＊ ７．４６＊＊ ５．７２＊ ５．１４＊ １７．５４＊＊

年龄 ２．５９＊＊ ２．１７＊ ２．３６＊ １．３８　 ２．９３＊＊ ２．４０＊

年级 ３．１８＊＊ ４．７６＊＊ １．７４　 １．９９ ０．８５　 ３．２１＊＊

专业 ８．０８＊＊ ８．０５＊＊ ４．１７＊＊ ４．６１＊＊ ５．０８＊＊ １１．３３＊＊

学校类型 ４１．５３＊＊ ４４．７０＊＊ １９．８５＊＊ ２４．６６＊＊ ２５．４５＊＊ ３６．４７＊＊

家庭

背景

父母最高教育程度 ２．８９＊＊ ２．７３＊＊ １．２７　 ２．１９＊ １．９３ ３．０２＊＊

父母最高职业类型 ８．６７＊＊ ９．７１＊＊ ５．５２＊＊ ５．００＊＊ ６．２９＊＊ ７．２６＊＊

家庭所在地类型 ２５．８４＊＊ ２５．９７＊＊ １３．３４＊＊ １０．４４＊＊ １３．９８＊＊ ２８．９８＊＊

是否获得助学金 ３．６４ ２．９４ １．１７　 ０．２９　 ３．３５ ５．０５＊

创业

教育

是否选修过创业课程 ３．４２ １．８２　 ５．８８＊ ７．２０＊＊ ２．４３　 ０．１４

是否参加过创业活动 １９．０７＊＊ ２２．２２＊＊ １８．７１＊＊ １３．０２＊＊ １３．５６＊＊ ５．７４＊

创业

榜样

父母是否曾创业 ９．４２＊＊ ３．２６ ８．７６＊＊ ８．０３＊＊ ５．２５＊ ６．３９＊＊

亲戚朋友和熟人是否曾创业 １９．１４＊＊ １９．９１＊＊ １６．６６＊＊ ７．８５＊＊ ９．３０＊＊ １３．０６＊＊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双尾检验）。表中为一元方差分析的Ｆ检验值，当变量为二分变量时，其Ｆ检验值等于Ｔ检

验值。

　　从表４中可知，一元方差分析结果与相关分析

结果基本一致：不同个体背景、家庭背景的大学生，
在创业自我效能感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是否接受

过创业教育、接触过创业榜样，对大学生的创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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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感也具有显著的影响。
具体而言，男性、非独生子女、年 长 的、低 年 级

的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更强；不同专业的大学

生创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创业自我效

能感指标最高的是其他专业（均值３．９０），最低 的

是人文专业（均值３．３８）；不同高校大学生的创 业

自我效能感也具有显著差异，高职院校在校生的创

业自我效能感 指 标 最 高（均 值３．９２）而“２１１”高 校

的最低（均值３．４２）。
从家庭背景而言，家庭社会地位和经济境况越

好的大学生，其创业自我效能感越低。比较而言，
父母最高教育程 度 为“博 士”（均 值３．２４）、父 母 工

作类型（均值３．４７）、家庭所在地为“省会／直辖市”
（均值３．３９）的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最低，没 有

获得／申请助学金的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更低。
从创 业 教 育 情 况 而 言，选 修 过 创 业 课 程

（均值３．５４）、参加过创业活动（均值３．６０），父母曾

创业的（均 值３．５６）、亲 友 或 熟 人 曾 创 业（均 值

３．５５）的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更高。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 江 苏 省８校２　２４５名 大 学 生 问 卷

调查数据，对各级各类在校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

感进行了因子分析、相关系数分析和方差分析，数

据分析结果表明：
一是，作为个体对自身成功实施创业活动能力

的感知和信念，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是一个多维

度的构念，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它包括对完成营销、
创新、管理、承担风险和财务管理等五个方面与创

业相关的活动和任务的自信程度和信念。目前，江
苏省高校在校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并不太高（６个

指标的均值都介于３．４５～３．６０之间），因此需要切

实加强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教育。
二是，大学生的个体背景对其创业自我效能感

具有显著的影响，男性、非独生子女、年长的、低年

级 的 大 学 生 创 业 自 我 效 能 感 更 高，人 文 专 业 和

“２１１”院校的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更低；相比而

言，家庭社会地位高、家境较好的大学生创业自我

效能感更低。
三是，创业教育和创业榜样对提高大学生创业

自我效能感 具 有 很 好 的 促 进 作 用，选 修 过 创 业 课

程、参加过创业活动的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会更

高，父母、亲戚、朋友和熟人中有创业的且经常与其

就创业进行交流的大学生，创业效能感会更高。

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对个体综合素质和创业信

念的集中反映，是创业意向的前导变量，对大学生

创业行为的引导，要以大学生个体具体的特点和创

业自我效能感为基础。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我们认

为对大学生的创业引导和创业教育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首 先，要 建 立 基 于 创 业 自 我 效 能 感 的 课 程 体

系。创业自 我 效 能 感 是 创 业 意 向 的 重 要 前 导 变

量且对其创业成 功 与 否 具 有 重 要 的 影 响。但 是，
目前江苏在校大 学 生 的 创 业 自 我 效 能 感 并 不 高，
即使选修过创业 课 程 者 显 著 高 于 未 选 修 者（均 值

３．４８），但仍 然 只 有３．５４。可 能 的 原 因 之 一 便 是

现有课程对创业 自 我 效 能 感 的 培 养 关 注 不 足，或

由于课程 数 量 有 限 且 多 将 就 业 创 业 技 能 混 在 一

起。大学生的 创 业 教 育，必 须 以 定 位 清 晰、目 标

明确的创业课程 为 载 体，并 考 虑 不 同 类 型 院 校 在

校生的具体特点。
其次，向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创业指导和参与实

践的机会。调查结果表明，参加过创业活动、接触

过创业者（父母、亲友、朋友或熟人等创业榜样）的

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会更高，因此提供更多的创

业实践或接触创业榜样的机会，将是创业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大量的大学生认

为，由 学 校 提 供 的 “接 触 商 业 机 构 的 机 会”
（６８．１％）、“工作实习”（６５．０％）、“创业技巧 培 训”
（６２．９％）、“参与相关社会活动的机会”（５９．８％）、
“事 业 发 展 建 议”（５９．０％）和“普 通 创 业 培 训”
（５２．１％），对培养创业技能非常重要。

第三，在积极引导大学生创业的同时，要 注 重

完善创业扶持及配套措施。相比而言，家庭社会地

位较低、经济境况较差的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更

强，但其中的多数属“生存型”创业动机，且仅能获

得有限的资 源 支 持，这 就 限 制 了 其 创 业 成 功 的 机

会。对这类大学生而言，政府和社会的创业扶持和

服务体系，所提供的融资支持、政策解读咨询和专

家指导等就显得尤其重要。

参考文献：

［１］　李 克 强．政 府 工 作 报 告（２０１５年）［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０３－０５）

［２０１５－０３－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２０１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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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学习效果。（４）参加比赛发生的资料费和差旅费

由优势学科建设等项目提供经费保障。

２．奖励保障机制

（１）学生奖励保障措施：对竞赛获奖学生，学

校建立相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综合素质学分，在奖学

金、助学金、三好学生评优等活动中予以优先考量。
（２）教师奖励制度措施：对指导竞赛获得奖励的教

师，院校均制定相关的教学绩效奖励政策和在职称

评审中给予优先考量的政策。

　　五、初步成效

　　中国矿业大学通过上述“竞 赛 驱 动”型 “地 震

勘探资料数据处理”课程教学方法改革与建设，目

前已取得了明显的初步成效。
一是，在２０１６年第四届全国大 学 生 勘 探 地 球

物理大赛中，中国矿业大学参赛学生取得了优异的

成绩，其 中 二 等 奖１项、三 等 奖１项、优 秀 作 品 奖

２项。获奖学生明显对低年级学生具有榜样和鼓舞

作用，使在学“地震勘探资料数据处理”课程的学生

学习目的更加明确、学习积极性更高，表现在出勤

率大幅度提高、课堂氛围更加良好、实践环节学习

愿望更加强烈、学生处理实际地震数据的能力明显

增强。
二是，教师 的 教 学 模 式 也 得 到 了 进 一 步 的 丰

富，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做到了协同开展和无缝对

接。下一步将对课堂教学、上机实验和竞赛锻炼三

个环节进一步优化，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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