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 1 创业素质篇 

学时 2 

学情分析 

一、 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概念不清楚，不了解为什么要进行创业； 

二、 学生对于创新理解相对狭隘，大多数停留在技术的创新印象中； 

三、 学生不清楚如何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及思维； 

四、 学生对于创业的理解不透彻，多数认为只是传统的开店； 

五、 学生对于创业团队的认识浅薄，更多倾向于熟人的之间的合作，

忽略了团队成员的互补作用。 

教学内容分析 

一、理解创新创业的含义 

创新的含义：著名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提到：创新就是通过改变产品

和服务，为客户提供价值和满意度！它可以是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

行业做的任何一件事，只要这件事可以为客户提供价值和满意度！不一

定高大上也不一定要高科技，也不要定是产品和实物！ 

因此，创新就是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

解为导向，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本着理想化需要

或为满足社会需求，而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包括但不限于各种产品、

方法、元素、路径、环境等等，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 

创新内涵：引入新的产品、引入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

得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 

创业的意义：杰夫里·提蒙斯（Jeffry A. Timmons）所著的创业教

育领域的经典教科书《创业创造》（New Venture Creation）的定义：创

业是一种思考，品行素质，杰出才干的行为方式，需要在方法上全盘考

虑并拥有和谐的领导能力。 

创业是创业者及创业搭档对他们拥有的资源或通过努力对能够拥有

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从而创造出更大经济或社会价值的过程。创业是

一种需要创业者及其创业搭档组织经营管理、运用服务、技术、器物作

业的思考、推理和判断的行为。 

创业内涵：创业者对自己拥有的资源或通过努力能够拥有的资源进

行优化整合，从而创造出更大经济或社会价值的过程。 

二、培育创新素质  

1. 培养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指人们基于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引发创造前所未

有的事物或观念的动机，并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出的意向、愿望和设想。

具体包括：问题意识、怀疑意识、开拓意识、独立意识、自主意识等。 

如何培养创新意识：克服习惯心理和迷信心理、克服惰性心理、克

服依赖和盲从心理、克服恐惧心理、克服封闭心理。 

2. 发展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是指以新颖独创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以超常规甚

至反常规的方法、视角去思考问题，提出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从而产

生新颖的、独到的、有社会意义的思维成果。 

创新思维的方法：发散思维、收敛思维、横向思维、纵向中心思维、

正向思维、逆向思维、求同思维、求异思维。 



3. 掌握创新方法 

创新方法是指创新活动中带有普遍规律性的方法和技巧。 它是通过

研究一个个具有创新过程的方法，从而揭示创新的一般规律的方法。 

主要创新技巧及思路：颠覆常识、消除偏见、挑战权威、打破规则、

领先时间、否定自我、扩展视角、解开枷锁。 

三、磨砺创业精神  

1. 锻炼创业品质 

创业品质是创业精神的关键要素。创业品质即创业的意志和情感的

调节系统。创业者成功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创业心理品质对创业实践

起调节作用。 

创业者要具备的人格品质特征：诚实守信、把握机遇、创新精神、

务实、终身学习勤奋努力、非凡的领导才能、爱心、坚韧执着、敏锐的

直觉。 

2. 实干创未来 

创业精神是指在创业者的主观世界中，那些具有开创性的思想、观

念、个性、意志、作风和品质等。激情、积极性、适应性、领导力和雄心

壮志是创业精神的五大要素。 

如何实干：创业要实需未雨绸缪“做规划”；创业要实需灵活机动“想

办法”；创业要实需脚踏实地“干实事”。 

3. 贵在坚持不懈 

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在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过程中表现出的精

神因素和精神力量。 

企业家精神的意义：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家精神决定企业发展的高度、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 

四、储备知识和能力  

1. 知识经济时代的创业 

知识经济：是指以知识为基础，以智力资源为生产的第一要素，通

过知识和智力对自然资源进行科学、合理、集中配置的新型经济。 

创业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1） 创业是典型的市场经济的产物。 

（2） 创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3） 创业是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主要实现形式。 

（4） 创业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5） 创业有利于我国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知识经济时代下创业的意义： 

（1） 创业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2） 创业是促进就业的必然要求。 

（3） 创业是富民的需要。  

（4） 创业是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主要实现形式。 

2. 创业者须具备的知识 

合法的创业开业知识：有关私营及合伙企业、有限公司的法律法规；

怎样申请开业登记；哪些行业不允许私营；哪些行业的经营须办理有关

行业管理手续；怎样办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有哪些规定和程序；如何



领购和使用发票；银行开户程序和有关结算规定；成为一般纳税人有哪

些条件；你应该交哪些税费，如何交纳；怎样获得税收减征免征待遇；

怎样进行账务票证管理；国家对偷漏税等违法行为有哪些制裁措施；增

值税率及计征方法；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怎样进行经济检查；行业管理部

门如何进行行业管理和检查；产品营销；行业相关知识。 

3. 创业者须具备的能力 

目标能力: 不是为了创业而创业，而是为了做好一件事情。 

专业能力: 外行不可领导内行 

营销能力: 如何推销自己的产品及品牌 

社交能力：与社会同存，又要超于社会。 

4. 提升创业能力的途径 

（1） 开拓创新能力 

➢ 培养好奇心。富有创造力的灵感只赋予那些勤于钻研的人。 

➢ 增强洞察力。培养自己对周围环境敏锐的洞察力，觉察到别人

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和细节。 

➢ 转变新思维。培养自己举一反三的能力，常常能够想出一些好

点子和办法。 

➢ 培养独立意识。培养自己对现实情况不盲从、不人云亦云，有

自己的主张和想法。 

（2） 专业能力的培养 

➢ 必备的基础知识。基础文化知识即能进行必要读、写、算、说。 

➢ 人力资源管理知识。这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部分，其核心是尊重

人，以人为本。 

➢ 财务管理知识。是指组织企业资金运动、处理企业同各个方面

的财务关系的一项工作，包括资金的筹集、投放、耗费等等。 

（3） 经营能力的培养 

➢ 创业活动的每一个细节：规划、决策、实施、管理、评价、反

馈、影响到创业实践活动的全过程。 

➢ 创业活动中人的选择、使用、组合和优化。群体的目标、群体

内聚力、群体规范和价值等。 

➢ 实践活动中资金的分配、使用、流动、增值等环节的过程。 

➢ 创业活动中人际交往能力和敏锐的商业意识。 

（4） 组织能力的培养 

➢ 员工的思维模式，指员工是否有意愿为完成企业的战略目标的

努力工作。 

➢ 员工的能力，指员工是否具备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 

➢ 员工的治理方式，指企业能否为员工提供一个充分发挥才能的

环境。 

五、打造创业团队  

1. 创业团队的重要性 

创业团队是指在创业初期（包括企业成立前和成立早期），由一群才

能互补、责任共担、愿为共同的创业目标而奋斗的人所组成的特殊群体，

往往是 2—12 人的团队组合。创业团队的构成原则包含：互补原则、精

简高效原则、动态开放原则。 



创业团队的价值：团队能把互补的技能和经验组织到一起，超过了

个人的；团队对待变化中的事物和需求是灵活而敏感的；团队能力为加

强组织发展和管理工作提供独特的社会角度；团队有利于营造更轻松愉

快的心理环境。 

2. 创业团队的组建策略 

（1） 确定创业目标 

（2） 制定创业计划 

（3） 招募合适的人员 

（4） 团队的调整融合 

3. 创业团队的管理策略 

（1） 共同的创业理念 

（2） 共同的创业愿景 

（3） 相互的信任 

（4） 创业团队的管理内容 

（5） 管理也是生产力 

4. 创业领袖的角色与作用 

（1） 创业领袖的角色 

（2） 创业团队精神的培育 

（3） 创业领袖的绩效评估 

（4） 创业领袖的社会责任 

（5） 创业领袖的五大错误 

教学目标 

1、 基本知识层面：通过相关知识概念展示，让学生充分理解“创

新创业”的概念及目的； 

2、 应用能力层面：重点介绍创新创业的要点，培育学生创新意识

及思维，提高学生理论结合实践的能力； 

3、 素质养成层面：从具体事例及案例出发，结合知识要点，培养

学生系统的分析问题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素质。 

教学重难点 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及创业意识的培育 

教学手段及方

法 

利用案例讲授和微课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以实践教学贯穿

思路主线，理论结合实际，将知识要点讲解清楚，加深学生的印象。 

教学过程 

先从案例引入，循序渐进，引出要点，分析知识点，总结要点，布

置作业。 

一、 导入 

从“站军姿”入手，引导学生思考“站久”了会累，会想坐下，可以

选择坐不同的座椅，从座椅的舒适度就可以进行改进，这个改进就是“创

新”的过程，而“创新”的结果就可以进行“创业”。 

二、 教学知识点 

分解本节教学知识点：创新创业的含义、培育创新素质、创业精神

的磨砺、需要储备知识和能力以及创业团队的组建和作用。先让学生了

解“创新创业”，掌握基本的概念及所需的能力及要求，从大的方面进行

了解，理顺相关的概念，激发学生的创业兴趣，树立正确的创业观。 

三、 提问互动 

根据学生课堂反馈及学习效果，结合案例进行提问，部分问题如下： 

➢ 企业创新有哪些表现形式? 

➢ 创新和独创性对谭木匠的成功起到了什么作用 



➢ 创新思维对个人、企业和社会具有什么价值? 

➢ 请分析创新方法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 创业者须具备哪些创业品质? 

➢ 实干精神对个人及国家具有什么意义? 

➢ 从刘鹏飞的创业经历，看成功的创业者应具备哪些知识？ 

➢ 创业团队的成功建立和生存有哪些应注意的问题？ 

➢ 大学生创业团队的特点？ 

➢ 第一团队的成功关键在于创业搭档，那么他们的创业搭档有什

么特征？ 

四、 课堂小结 

通过对创业素质篇的相关内容讲授，让学生充分理解创新创业内涵、

理解创业领袖的角色和作用；意识到作为大学生创业的优势就是具备专

业知识和技术；认识到创新意识对创业成功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需要

创新思维来提高人的认识能力、推动企业自主创新、使人们不断开辟人

类实践活动新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着重培养企业家精神，即求

真务实的精神，因为企业家精神是我们创业者不懈奋斗的精神支柱。 

五、 布置作业 

1、 思考题： 

➢ 创业功能表现在哪些方面？  

➢ 请具体分析“故宫淘宝”的创新思维? 

➢ 如何推销自己的产品、推销自己的品牌？ 

2、 实操题： 

每人交一份 100 字的创意点子说明，可以简略的说明该电子的主要

内容，作用是什么，应用在哪个方面？ 

教学反思 

通过课堂的教学情况及提问互动，测试学生对本章节内容的实际掌

握情况，突出理论结合实际的重要性，及时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切实

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