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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的发展和就业市场的需求对大学生的创业创新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学术型社团是大学生 “主

动探求型” 学习的重要载体。首先对创新创业能力进行分解,建立包括 9个方面能力的创业创新能力矩阵;然后对

个体在学术型社团中能力成长进行了分析;接着,描述了学术型社团对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以创

新创业能力为培养目标设计了学术型社团的活动体系。该体系适用于同类型的社团管理,对学术型社团发展具有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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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Association Activity System Design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YANG Y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Abstract: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ety’s development and job market have put forward demand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o the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association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active seeking”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Firstly, the abi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which has been discomposed separatel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matrix including

nine aspects has been established. Secondly, individual ability growth in academic association has been analyzed. Thirdly, the effect of

academic association to ability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has been described. Based on these, the activity system of

academic association has been designed based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matrix. This system can be used in association

management for the same type of academic associations. It is valuable to the other academic associ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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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已成为国内

外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之一。《教育部等部门关于

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思

政 [2012]1号文件)中,明确指出实践育人在高校人

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文件要求 “加强大学生创新

创业教育,支持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创新性实验、

创业计划和创业模拟活动”。《国务院办公厅深化

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

[2015]36号)文件中进一步提出 “支持高校学生成立

创新创业协会、创业俱乐部等社团”。确认了高校在

实施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学术型社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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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校的人才培养,第一课堂占据主导地位,

但随着实践创新的要求不断加强,第一课堂教学局

限性凸显。在实践、创新、团队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第二课堂显现出其优势。其中大学生学术型社团是

一种非常好的形式, 是使大学生求学方式由 “被动

接受型”向 “主动探求型” 转变的重要载体。2005年

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颁布《关于加强和改进大

学生社团工作的意见》之后, 部分高校在大学生学

术型社团建设与管理方面开展了实践,例如,清华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设置了金融协会、经济学会等, 广

西大学积极打造精品学术型社团,天津科技大学以

本科专业为核心建立了多个学术型社团 [1]。

学术型社团与一般的文艺类社团不同,承载着

专业知识传播、实践、升华的愿望,部分学者认为学

术型社团可以实现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谢

玉婧 [2] 研究了高校学术型社团对提升大学生自主

创新创业能力的作用。成璐等 [3]研究了学术型社团

的学生创新能力提升机制。薛勇等 [4]研究了高校社

团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隐性效应与功能。张媛

媛等 [5] 结合实际分析电脑爱好者联盟的真实现状,

对该社团未来发展做出相应的思考和探索。谢金 [6]

以西南科技大学为例对高校学术型社团对大学生创

新创业实践能力的提升进行研究。戴婷婷等 [7]从高

校学术型社团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作用与影响入

手,以四川大学电气信息学院培养和建设学术型社

团为例,就学术型社团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问

题提出了对策分析。

学生学术型社团在对学生创业创新能力培养方

面有着先天的优势,但如果仅靠学生自发和自我管

理, 没有合理的规划和活动设计, 是无法达成目标

的。有的学术型社团往往成立时轰轰烈烈, 过了一

段时间后就销声匿迹。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缺

乏顶层的活动设计和老师的持续指导。

为了更好地运用学术型社团这个 “阵地” 开展

创新创业教育,有必要对创新创业能力的要求进行

分析,然后基于此设计学术型社团的活动体系。

1 创新创业能力结构解析

根据高桂娟等 [8] 的研究:大学生创业能力由专

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 3个部分构成。杨金

焱等 [9] 提出创业能力包括: 专业职业能力、经营管

理能力和综合能力。

喻子达等 [10] 认为:创新能力包括价值观 (基本

价值观和创新氛围)、资源 (人、财、物)和流程 (执

行能力、评估能力、学习能力等)。余华东 [11] 认为

创新能力构成要素包括: 创新思维能力、创新实践

能力和非智力因素 (如动机、兴趣、情感等)。

创新能力要素中,非智力的因素如动机、兴趣、

情感等的培养需要在一定环境中熏陶,而创新实践

能力则需要通过创业能力 (如专业能力、经营管理

能力和社会能力等)来体现。创新思维也不是天生

就会产生的, 需要在实践活动中去激发和培养。所

以,可以建立创新创业能力矩阵,如表 1所示。

表 1 创新创业能力矩阵

Tab. 1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matrix

创业能力
创新能力

价值观 创新思维能力 创新实践能力

专业能力 创新创业的兴趣与情感 专业的思维方式 专业的实践能力

方法能力 创新创业的方法与动机 多元思维的方式 实践水平的提升

社会能力 创新创业的社会责任感 创新的视野和角度 资源整合的能力

将创新能力与创业能力综合,可以得到创新创

业能力包含以下 9个方面。

(1) 创新创业的兴趣和情感: 创业的专业能

力培养和创新价值观培养, 形成创新创业的兴趣

与情感。

(2)创新创业的方法与动机:创业方法与能力的

培养和创新价值观的培养,促成创新创业动机的形

成,并逐渐掌握创新创业的方法。

(3)创新创业的社会责任感: 创业的社会能力培

养和创新价值观的培养,让学生感知到创新创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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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进一步提升其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4)专业的思维方式: 创业专业能力培养和创新

思维能力结合,形成专业的思维方式,把创新的思路

用专业知识进行总结归纳。

(5)多元思维的方式: 创业的方法与能力培养和

创新的思维方式使得学生的思维方式更加多元化,

从多种方法多个角度思考问题。

(6) 创新的视野和角度: 创业的社会能力培养

和创新的思维方式结合, 能提升学生创新的视野

和角度。

(7)专业的实践能力: 创业的专业能力培养和创

新的实践能力结合,培养专业实践能力,运用专业方

法来实现新的想法。

(8)实践水平的提升: 创业的方法能力培养和创

新的实践能力结合,从方法角度提升学生创新创业

实践水平。

(9)资源整合的能力: 创业的社会能力培养和创

新实践能力结合,提升学生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

2 个体在学术型社团中的能力成

长分析

从纵向上看,根据学术型社团文化的特点和大

学生将来发展需求,个体在社团活动中的能力成长

由低到高可分为 3个层次：基础专业能力, 职业能

力,领导能力。

(1)基础专业能力: 所有参加社团的成员均需具

备。首先要进一步学习本专业知识 (区别于第一课

堂之外的), 了解专业当前发展现状;其次是应用所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重点是培养应用专业知识的

能力和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 个体

可以获得并加强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能力。

(2) 职业能力: 比基础专业能力培养更进一步,

以专业对口职业能力需求为目标,进一步学习该专

业对口的行业知识和前沿技术,学会综合运用专业

知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培养职场中需要的能

力, 如解决实际问题、团队合作、人际交往等方面

的能力。该方面的能力培养不仅包括专业领域,还

包括非专业领域的, 如团队合作、人际交往、创新

思维等。

(3)领导能力: 培养管理能力,包括领导、计划、

组织、协调等方面能力。这个方面的能力培养比前

2 个方面更进一步, 培养的能力不仅是专业知识应

用, 更多地是培养管理能力。如举办一次活动需要

对整个活动过程进行规划;组织合适的人员参加;协

调参加的人员的时间和活动中担任的角色;租借场

地;控制活动进程;财务预算和报销等。

社团成员在刚进入社团时通过参加社团活动,

锻炼基础专业能力,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培养职业能

力。同时,依据个人兴趣和能力,可进一步担任管理

人员,设计组织社团活动,培养管理和领导能力。每

个层次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某些部分可以是重合

的,适合于不同年级的社团成员。

3 学术型社团在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中

的作用

由第 2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学术型社团对个

体的能力培养是多方面的,在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

养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把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作为学术型社团发展的主

要目标,将创业创新能力的 9个方面与社团的纵向

能力培养 3个层次进行综合,形成社团能力/创新创

业能力的矩阵式结构。矩阵式结构描述了个体在学

术型社团中获得的能力成长与创新创业能力的对应

关系,见表 2所示。

表 2 社团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的关系矩阵
Tab. 2 Association ability/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relationship matrix

创新创业能力
社团能力层次

领导能力 职业能力 基础专业能力

创新的兴趣与情感 ?

创新的方法与动机 ? ? ?

创新的社会责任感 ?

专业的思维 ? ?

思维的方式 ? ? ?

创新的视野和角度 ? ?

专业的实践 ? ?

实践水平的提升 ? ?

资源整合的能力 ?

表 2 中列的内容为社团能力包含的 3 个层次,

行内容来自表 1中创新创业能力的 9个方面。打星

号的方格代表对应的社团能力发展与创新创业应具

备能力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表 2可以看出,创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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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需要的能力结构与个体在学术型社团获得的能

力之间有较多的重合,学生在参与学术型社团的活

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培养了创新创业所需要的基

本素质。正是因为这二者在能力结构上的高度一致

性, 我们认为, 应重视高校学术型社团组织的管理,

通过学术型社团这种形式,开拓出一条培养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的新渠道,帮助学生成长成才。

4 基于创新创业能力的社团活动体系

设计

4.1 社团活动体系设计

以创新创业能力为基础的社团活动体系设计要

以表 2所体现的二者关系为基础。从社团培养的 3

种能力来看, 基础专业能力、职业能力和领导能力

之间存在递进的关系,即后一能力要以前一个能力

为基础,在活动体系设计中贯穿大学四年。另外,表

2也指出了社团培养的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之间的

关系,在设计活动时要体现创新创业能力的需求。

根据表 2能力关系矩阵,对社团活动进行设计,

设计时考虑几个重要因素。

(1)以创新创业能力需求为前提,设计活动时要

考虑创新创业的能力需求,在社团活动中能培养和

锻炼此方面的能力。

(2) 纵向要考虑能力进阶, 针对不同年级的能

力需求, 高年级的活动能力培养建立在低年级的

基础上。

(3)横向要考虑不同性格学生的能力需求。为研

究方便,将学生分为 3大类：外向联络型、组织筹划

型和内向研究型。以此为标准可以把社团活动设计

为 3类：对外联络活动、组织协调活动和研究技术

型活动。

基于以上要素设计的社团活动体系见表 3

所示。

表 3 基于创新创业能力的社团活动体系

Tab. 3 Association activity system based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年级维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性格维

外向联络型 参与社会调研 参与组织社团

活动

与外校联系、组织社

团活动

组织社团活动

内向研究型 听讲座、参加

社团培训

申 报 学 生 项

目、参加专业

竞赛

申报创新项目、参加

专业竞赛

参与教师科研项目

组织筹划型 参与活动组织 参与社团管理 参与社团管理设计活

动

管理社团、设计活动、做

社团工作计划、创业

4.2 社团活动体系与创新创业能力关系分析

在基于创新创业能力的社团活动体系中一年级

活动大多属于 “基础专业能力” 培养。从创新创业

能力角度看,通过和专业相关的社会调研 (学生可以

在一年级对本专业的前沿和发展趋势进行调查),听

讲座 (主要是专业方面的讲座,一年级安排的讲座内

容应偏重应用, 少一些高深的理论),了解专业发展

前沿,培养创业创新的兴趣和动机,逐步具有专业思

维,通过参加社团培训和社团活动组织,培养基础的

专业实践能力。

二年级活动由 “基础专业能力” 培养逐步转向

“职业能力”培养。根据学生的能力和兴趣, 可以组

织学生申报一些校内、外的创新项目, 也可以组织

学生参加各类专业竞赛,这些都是专业能力的强化

和职业能力的培养。通过这些活动,将激发学生的

创新动机,并学会一些创新的方法和思维方式,在实

践方面也能获得提升。而一些外向型的学生,通过

参与社团管理活动以及组织活动,能逐步具备管理

和领导能力。

三年级的活动体系,和二年级的活动体系有类

似之处,但这时候学生获得的能力培养是更加强化

的。这时候创新的视野和角度将比二年级更为宽广,

而通过参加一些自主性更强的活动 (如与校外联系、

设计活动)将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设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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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指根据各个专业的特色,结合学生的兴趣开展

一些社团活动,如组织兄弟院校的同类型社团座谈

会;定期社团成员的沙龙,可以讨论专业方面的竞赛

情况或一些大家关心的专业问题等。

四年级的活动体系设计将更多地考虑学生职业

能力、领导能力的培养,为学生走上社会做准备,如

做社团管理工作、设计社团活动、做工作计划、创业

等, 这时候将更加注重创新的社会责任感、资源整

合能力等方面的培养。而一些内向型的学生可以参

与研究科研项目,以获得更多专业能力上的提升。

4.3 社团活动体系实施探讨

目前,学术型社团和其他社团一样,都由学校团

委的团学联统一管理,产生的问题就是缺乏指导教

师。如果要解决师资的问题,需要将学术型社团与

其他类型社团区别对待。首先, 要吸引专业教师来

指导社团活动的设计和开展,有必要把社团指导工

作计入教师工作量,以此为鼓励; 其次,社团要良性

发展,就应该有促使其持续发展的动力。所以,建议

将学术型社团建设纳入到学科建设中,并给予一定

的经费支持; 第三,要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定期对

社团运作进行评价; 第四, 鉴于学术型社团的特殊

性,社团由团学联管理可能难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所

以建议由其他行政单位,如学生处或教务处管理更

为合适。

5 结 论

社会不断发展,教育的对象——学生也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当前学生的学习目标是要求学习内容

个性化、学习方式多样化,能力培养多元化,这也给

传统教育模式带来了挑战。第一课堂很难满足学生

的所有要求,第二课堂是很好的补充。其中,社团文

化是高校第二课堂中重要的形式。学术型社团是一

个很好的专业知识学习和传播载体,既能够培养学

生自我学习、自我管理的能力, 又能激发学生的专

业学习兴趣,培养专业技术能力,使学生在创新创业

道路上走得更远。本文对创新创业能力进行分解,

对个体在学术型社团获得的能力进行分析,并以此

为基础, 从设计了学术型社团的活动体系, 具有一

定的可推广性,可以应用到多种类型的学术型社团

中。

学术型社团活动的开展,还需要学校创造一定

的条件,才能得以顺利开展。目前,高校对于学生社

团活动的资助与管理力度,并没有按照学生社团的

性质进行分类指导和资助,这也是制约学术型社团

活动开展的限制性因素之一,需要高校提高对学术

型社团在学生创新创业中所起作用的认识,有针对

性地给予资金、设备、场地、指导教师和实践基地

等方面的支持,发挥学术型社团在高校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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