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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心理视域下大学生创业能力
培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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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问卷调查法分析接受心理视域下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现状及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接受心理视域下大学生创业能力处
于中等偏上水平，创业人格、基本创业能力、核心创业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均高于理论中值，但基本创业能力和核心创业能力仍未达
到理想水平。 高校应积极为大学生提供参与创业实践的机会，以此提升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和高校对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质量。
应定期组织创业能力培训，使大学生能够系统学习与创业能力相关的基础知识，将接受心理融入创业能力发展中，以提升基础创业
能力和核心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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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接受心理是个体出于自身需求，主动接纳和吸收

新鲜事物，外化成行为的心理活动过程［１］。 行为是接

受个体对外界刺激所作出的反应，在高校创业能力培

养等教育实践上，教师应熟练掌握、引导和纠正接受个

体行为的方法，并在接受个体出现满意反馈时给予正

面强化［２］。 创业能力是个体在创新创业能力方面的

展示及在其他领域进行开创性工作的能力［３］。
高校大学生创业能力结构复杂，可划分为多个维

度和层次。 本研究结合接受心理将创业能力分为以下

几个维度：自我效能感指个体接受和学习新鲜事物后

对自身完成某项任务的自我评价。 创业人格指大学生

应具备对创业能力发展有所帮助的个人品质。 基本创

业能力指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活动应具备的学习能

力、适应能力、接受能力等基础能力。 核心创业能力指

大学生具备保证创业活动成功进行的创造思维能力、
领导管理能力等核心能力。 社会适应能力指大学生在

创业过程中与同事、上级和社会之间的协调与沟通能

力、抗压能力等［４］。 详见图 １。
为了解接受心理视域下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现状

及影响因素，采用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自评量表［５］ 对

随机抽取的 １６５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

问卷 １３６ 份。 问卷采用 ５ 点计分标准，１ 代表非常不

符合，５ 代表非常符合。 问卷主要包括 ４ 个一级指标

和 １４ 个二级指标，理论中值为各维度题目数乘 ３，其
中创业人格、基本创业能力、核心创业能力、社会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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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理论中值分别为 ３６、２７、２７、３６，二级指标的理

论中值均为 ９。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

统计与分析，得分越高代表接受心理视域下大学生创

业能力培养水平越高，Ｐ ＜ ０. ０５ 代表数据具有统计学

意义。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如表 １ 所示。

图 １　 高校大学生的创业能力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表 １　 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

Ｔａｂ.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ｎ ＝ １３６）

变量 人数（百分比）

性别
男 ７３（５３. ７）

女 ６３（４６. ３）

专业

理科类 ３９（２８. ７）

文科类 ４６（３３. ８）

艺术类 ５１（３７. ５）

年级

大一 ３２（２３. ５）

大二 ３７（２７. ２）

大三 ３３（２４. ３）

大四 ３４（２５. ０）

是否接受过创业能力培训
接受过 ６７（４９. ３）

没有接受过 ６９（５０. ７）

１　 研究结果

１. １　 一级指标下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质量现状

接受心理视域下大学生创业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

平，说明在接受心理的影响下大学生能够发现自身的

优势与资源，不断提升自身创业能力。 接受心理视域

下大学生的创业人格、基本创业能力、核心创业能力、
社会适应能力均高于理论中值，但从均值与理论中值

差来看，基本创业能力、核心创业能力的均值与理论中

值差相对较小，虽然在接受心理干预下大学生基本创

业能力和核心创业能力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仍未

达到理想状态，说明大学生在实践能力、学习能力、创
新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等方面还有待提升。 详见表 ２。

表 ２　 一级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 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人数（ｎ） Ｍ ± ＳＤ

创业人格 １３６ ４８. ４９ ± ２. ０８

基本创业能力 １３６ ３６. ９０ ± １. ２８

核心创业能力 １３６ ３６. １１ ± ３. ４８

社会适应能力 １３６ ４８. ６４ ± ２. ３６

创业能力 １３６ １７０. １４ ± ９. ２０

　 　 接受心理视域下，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创业人格、
核心创业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在是否接受过创业能力

培训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接受过创业能力培训的大学

生均值均高于没有接受过创业能力培训的大学生，说
明创业能力培训会对大学生创业能力产生正向影响。
原因可能在于，创业能力培训是针对创业能力培养相

关基础知识和技能知识的讲授，是引导大学生了解接

受心理的最佳契机，能够对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起到

推动作用。 详见表 ３。

表 ３　 独立样本 ｔ 检验差异分析

Ｔａｂ. 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ｔ ｔｅｓｔ
（ｎ ＝ １３６）

是否接受过

创业能力培训

人数

（ｎ）
Ｍ ± ＳＤ 均值的标准误 Ｐ

创业人格
是 ６７ ４９. ０１ ± ２. ３７ ０. ２８９６５ ０. ００３

否 ６９ ４７. ９９ ± １. ６０ ０. １９３１２

核心创业能力
是 ６７ ３７. ６６ ± ４. ３３ ０. ５２８９２ ０. ０００

否 ６９ ３４. ６１ ± １. １１ ０. １３４１５

社会适应能力
是 ６７ ４９. ６９ ± ２. ２０ ０. ２６９１８ ０. ０００

否 ６９ ４７. ６２ ± ２. ０５ ０. ２４６９８

创业能力
是 ６７ １７３. ２４ ± ７. ７２ ０. ９４３４７ ０. ０００

否 ６９ １６７. １４ ± ４. ７９ ０. ５７６３４

７７



１. ２　 二级指标下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质量现状

为更好地了解接受心理视域下大学生的创业能力

水平，对大学生创业能力的二级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发现二级指标各维度均值相差不大，但责任担

当、人际交往能力、抗压能力、机遇把握能力、分析能力

的均值相对偏高，说明在接受心理和高校创业能力培

养的影响下，大学生这几方面的创业能力比较突出，创
新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等还有一定提升空间。 详见

表 ４。
为更细致地了解影响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质量的

因素，对二级指标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发现接受心理

视域下大学生的勇气胆识、实践能力、分析能力、创新

能力、资源整合能力、领导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在是否

接受过创业能力培训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且接受过创

业能力培训大学生的均值基本上高于没有接受过创业

能力培训的大学生，说明创业能力培训会促使这些维

度对大学生创业能力产生影响，且效果较为明显。 详

见表 ５。

表 ４　 二级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 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人数（ｎ） Ｍ ± ＳＤ

勇气胆识 １３６ １１. ９３ ± ０. ８９

责任担当 １３６ １２. ４８ ± ０. ６５

踏实执着 １３６ １２. ００ ± ０. ８４

自信乐观 １３６ １２. ０７ ± ０. ９９

实践能力 １３６ １２. ４０ ± ０. ９５

学习能力 １３６ １２. ０７ ± ０. ９６

分析能力 １３６ １２. ４３ ± ０. ９９

创新能力 １３６ １１. ７９ ± １. ３８

机遇把握能力 １３６ １２. ５０ ± ２. ８２

资源整合能力 １３６ １１. ８２ ± １. ０５

领导能力 １３６ １１. ５８ ± １. ８１

人际交往能力 １３６ １２. ４９ ± ０. ７６

团队合作能力 １３６ １１. ８０ ± １. １３

抗压能力 １３６ １２. ７６ ± ０. ９９

表 ５　 独立样本 ｔ 检验差异分析

Ｔａｂ. 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ｔ ｔｅｓｔ
（ｎ ＝ １３６）

是否接受过

创业能力培训

人数

（ｎ）
Ｍ ± ＳＤ 均值的标准误 Ｐ

勇气胆识
是 ６７ １２. １８ ± ０. ９９ ０. １２２０３ ０. ００１

否 ６９ １１. ６９ ± ０. ６９ ０. ０８３３７ ０. ００１

实践能力
是 ６７ １２. ９３ ± ０. ７８ ０. ０９５８５ ０. ０００

否 ６９ １１. ８９ ± ０. ８２ ０. ０９９３３ ０. ０００

分析能力
是 ６７ １１. ７８ ± ０. ７５ ０. ０９２２６ ０. ０００

否 ６９ １３. ０６ ± ０. ７６ ０. ０９２０６ ０. ０００

创新能力
是 ６７ １２. ５８ ± １. ３２ ０. １６２１７ ０. ０００

否 ６９ １１. ０１ ± ０. ９１ ０. １１０２１ ０. ０００

资源整合能力
是 ６７ １２. ５２ ± ０. ９２ ０. １１３２５ ０. ０００

否 ６９ １１. １４ ± ０. ６４ ０. ０７８０１ ０. ０００

领导能力
是 ６７ １２. ０４ ± １. ８７ ０. ２２８４９ ０. ００３

否 ６９ １１. １３ ± １. ６３ ０. １９６８６ ０. ００３

团队合作能力
是 ６７ １２. ２９ ± ０. ６９ ０. ０８５１１ ０. ０００

否 ６９ １１. ３２ ± １. ２６ ０. １５２４１ ０. ０００

１. ３　 接受心理视域下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质量在年

级上的差异

接受心理视域下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创业人格、核
心创业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在年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说明年级不同，大学生的创业能力也不同，原因可能在

于不同年级学生接受的创业能力培训及其接受心理程

度不同，且在校学习时间长短不一，故在创业能力培养

质量上会有所出入。 详见表 ６。
８７



表 ６　 接受心理视域下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质量在年级上的差异

Ｔａｂ. ６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 Ｐ

组间 ６１. ８１０ ２ ３０. ９０５ ７. ９０２ ０. ００１

创业人格 组内 ５２０. １８２ １３３ ３. ９１１

总数 ５８１. ９９２ １３５

组间 １０６. ７０９ ２ ５３. ３５４ ４. ６３６ ０. ０１１

核心创业能力 组内 １５３０. ６３７ １３３ １１. ５０９

总数 １６３７. ３４６ １３５

组间 ６３. ３２１ ２ ３１. ６６０ ６. １２０ ０. ００３

社会适应能力 组内 ６８８. ０２５ １３３ ５. １７３

总数 ７５１. ３４６ １３５

组间 ５８９. ９８５ ２ ２９４. ９９２ ６. ３６２ ０. ００２

创业能力 组内 ６１６７. ０７４ １３３ ４６. ３６９

总数 ６７５７. ０５９ １３５

２　 结论与建议

接受心理视域下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质量较高，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基础创业能力和核心创业能力

还有待提升。 通过独立样本 ｔ 检验发现，创业能力培

训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的勇气胆识、实践能力、分析能

力、创新能力、资源整合能力、领导能力和团队合作能

力。 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创业人格、核心创业能力、社
会适应能力在年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根据结论提出如下建议：高校应通过联动和模拟

竞赛等形式为大学生提供参与创业实践的机会，使大

学生能够在活动中将学到的创业知识外化于行，以此

提升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和高校对大学创业能力的培养

质量。 应定期组织创业能力培训，在加大创业能力培

训力度的基础上使大学生系统学习与创业能力相关的

基础知识，在学习中不断将知识内化于心，将接受心理

融入创业能力发展中，不断提升自身基础创业能力和

核心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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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一味的放纵容易对毕业生的就业观造成误导，也
浪费时间成本与机会成本，消耗就业信心，最终变成懒

就业，对个人进步及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

慢就业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方形成合力，共同引导。
从个人角度，提升自我就业能力是解决问题的第

一步，包括专业能力、职业能力及面试技能技巧等。 毕

业生要结合自身能力与客观现实，合理制定就业目标，
调整所谓的精英心态，转变二战、铁饭碗等执着心态，
先就业再择业。 制定生涯发展目标，科学客观地认知

自己，在市场竞争中找到新的成长突破口与目标方向。
家长要不断更新教育观念，破除唯体制内、铁饭碗

等思想，正确引导孩子客观理性地分析就业形势，主动

把握就业机会，树立乐观的就业心态及正向的就业观

念。 应给予支持，辩证地看待及包容与孩子独立自主

间的关系，做孩子成长道路上的指引者与坚强后盾，而

不是孩子不就业的退路。
高职院校应立足学生本体，做好职业生涯指导与

就业的精准服务，高度重视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前置

就业指导，精准就业服务，优化就业创业指导体系的建

设，从学生入学、专业教育、毕业教育等环节入手，帮助

学生厘清就业形势，建立合理的就业期待，做出贴合现

实的就业规划，充分挖掘企业就业资源，通过校企合

作、订单班培养等方式优化人才培养模式，解决人才培

养与社会脱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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