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 2 创业机会篇 

学时 2 

学情分析 

一、学生对创意和创业机会的意识不敏锐，没有意识到创业的机会； 

二、学生对创业机会的组成因素及过程和方法不清楚，没能识别出

创业的机会； 

三、学生不清楚如何评价创业机会； 

四、学生不知道如何选择创业机会及相关注意事项。 

教学内容分析 

一、 创业机会来源  

创意与创业机会：创业机会是指具有较强吸引力的、较为持久的有

利于创业的商业机会，创业者据此可以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

并同时使创业者自身获益。 

 创业机会的形成：用户的需求、竞争者的缺陷、市场环境变化、新

技术的出现、新的发明创造 

二、 创业机会识别  

1. 影响创业机会识别的因素 

（1） 先前经验 

在特定产业中的先前经验有助于创业者识别机会。 

（2） 认知因素 

警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习得性的技能。拥有某个领域更多知识的人，

倾向于比其他人对该领域内的机会更警觉。 

（3） 社会关系网络 

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机会识别。建立大量社会与

专家联系网络的人，比那些拥有少量网络的人容易得到更多机会和创意。 

（4） 创造性 

机会识别是一个创造过程，是不断反复的创造性思维过程。 

2. 创业机会识别的过程 

通过环境变化、经济变化、社会人口变化、技术变化、政治与制度

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及创业者特征、先前经验、认知因素、社会关系网

络、创造性进行产品、服务、原材料和组织方式等层面的差距改进或创

造，利用目的-手段关系的可能性，形成新产品、新服务、新原材料和新

组织方式。 

3. 创业机会识别的方法 

（1） 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调查者在现场对被调查的情况直接观察、记录，以取得

市场信息资料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调查人员的直观感觉或借助于某些摄

录设备和仪器跟踪、记录和考察被调查者的活动和现场事实，来获取某

些重要的市场信息，从而识别创业机会。 

（2） 环境分析法 

对环境的分析有利于快速识别创业机会。 

（3） 问题分析和顾客建议法 

从一开始就要找出人们的需求和他们面临的问题，问题分析需要全

面了解顾 客的需求，以及可能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 

（4） 系统分析法 



从宏观环境（政治、法律、技术、人口等）和微观环境（顾客、竞争

对手、供应商等）的变化中发现机会。   

（5） 技术创新法 

技术创新法在新技术行业中最为常见。通过创造获得机会比其他任

何方式的难度都大，风险也更高。同时，如果能够成功，其回报也更大。   

三、 创业机会评价  

1. 创业机会的创新性 

创新性是指创业者在发现某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机会时，创业者把握

机会，解决用户面临问题的思路、产品、技术或商业模式与现行的具有

差异化，能为用户带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或更大的价值。包括：

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2. 大学生创业机会选择的原则 

大学生创业机会选择的原则：关注市场、关注趋势、挖掘商机、谨

慎论证，大胆实践、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发挥兴趣主导优势，将兴趣

发展成项目、挖掘缝隙市场、关注政府相关产业的发展引导举措。 

3. 大学生创业机会选择的步骤 

（1） 市场分析 

➢ 行业环境分析：行业专家访谈法、二手资料分析法。 

➢ 目标市场分析：确定细分市场标准、调查问卷法。 

➢ 竞争对手分析 

（2） 产品与技术评价 

➢ 产品评价：产品创新性、产品独特性。 

➢ 技术评价：先进性评价、可靠性评价。 

（3） 财务评价  

➢ 预测损益和现金流量表。 

➢ 内部收益率：25%。 

➢ 毛利率：40%。 

（4） 风险评估 

➢ 评估技术和产品的风险 

➢ 评估创业团队的风险 

➢ 评估投资回报风险 

➢ 评估政策环境风险 

（5） 识别创业项目的致命缺点 

➢ 创业团队缺乏产业经验和企业管理能力 

➢ 创业项目不具备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 

➢ 创业项目的市场机会不明显 

➢ 运营创业项目的资源能力有限 

➢ 创业项目缺乏获得显著利润的机会 

➢ 创业团队不控制关键资源、技术或通路等 

4. 大学生创业机会选择的注意事项 

➢ 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是否是国家鼓励的范围、是否是限制或者

禁止的范围。 

➢ 个人兴趣、爱好和特长：选择热爱的领域，增加成功的概率。 

➢ 对将要选择的行业的熟悉程度：创业之初，选择熟悉的行业和

项目是成功的关键。 



➢ 市场机会及其利用能力：是否有未被满足的需求、创业者是否

具备利用该机会的资源和能力。 

➢ 具备承受风险的能力：慎重考虑创业风险，正确对待风险。 

教学目标 

1、 基本知识层面：通过相关知识概念展示，让学生清楚认识如何

识别“创业机会”，了解和掌握创业机会的相关概念及资源。 

2、 应用能力层面：重点介绍创业机会的识别，培育学生识别和选

择创业机会，培育学生创业机会选择技能，提高学生实践运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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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测算能力。 

教学重难点 大学生创业机会的识别、创业选择的步骤及所需的资源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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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云打印创业故事”案例开始，引导学生从身边的事物进

行思考，以学校的用户需求为出发点，重点考虑如何抓住需要，进而挖

掘机会，让学生明白只有不断发现用户需求、弥补竞争者缺陷、深刻感

知变化、不断创造性地利用新技术和发明创造就会发现创业机会。 

二、 教学知识点 

分解本节教学知识点：创意与创业机会的发现、创业机会的形成及

分类、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因素及过程方法、创业机会的评价、创业机

会选择原则和步骤。先让学生充分理解“创业机会”，掌握“创业机会”

的挖掘，及创意产生所需的能力及要求，进一步了解如何把握住创业机

会，利用自身的优势，选择创业机会，以及创业需要具备的相关资源，

让学生清楚创业的过程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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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业机会如何形成的？ 

➢ 案例中汪海是如何识别创业机会的？ 

➢ 从哪几个方面对创业机会进行评价？ 

➢ 大学生选择创业机会的原则是什么呢？ 

➢ 创业失败的案例启示有哪些？ 

➢ 大学生选择创业机会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四、 课堂小结 

通过培养学生理解创业机会识别过程，认识到认知能力是一种习得

性的技能，应在实践工作中不断提升，掌握大学生创业机会的识别方法，

清楚创业机会选择的原则和步骤，总结大学生创业机会选择的注意事项，

着重提升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进一步培养学生开拓视野社会

能力。 

五、 布置作业 

1、 思考题： 

➢ 为什么有人更善于识别出有价值的创业机会？  

➢ 支付宝是如何诞生? 

➢ 创业机会识别的方法有哪些？ 

2、 实操题： 

每人按照之前的创意点子进行创业机会挖掘，可以阐述从哪些方面



进行创业，还需要什么资源？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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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