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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业型人才培养应坚持全面育人、因材施教与精英教育等多种教育理念贯通，应遵循大政

方针政策、人才培养规律及教育教学规律等多项理论指导融合。高校要紧紧依托创业教育，坚

持教学主导，致力于100％的学生接受创业普及教育；坚持培训辅导，致力于20％的学生接受创

业精英培训；坚持实践指导，致力于5％的学生走向自主创业。由此，分层分类、逐步推进，构建

高校创业型人才培养的科学模式，助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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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我国创业型人才培养的摇篮，高校创

业教育已成为我国创业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

创新创业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素养并不是自主创业

者的专利，而是每位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与发展

的共同需求。因此，高校的创业型人才培养应融

人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及教育教学的各方面，必须

一方面坚持全面育人，一方面坚持因材施教，确保

创业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要将大众教育和精英教

育、普及教育和针对教育相结合，遵循人才培养规

律、教育教学规律和创业发展规律，分阶段、分层

次逐步推进，助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人才培

养质量提升。

一、高校创业型人才培养分层推进模

式架构

分层推进模式是指在高校开展以创业教育重

要依托的创业型人才培养工作中，应多方综合国

家关于人才培养的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遵循多

年来高等教育及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既适应政

策导向，又具有科学依据，针对大学生普及传播创

业知识、增强创业意识；部分强化创业精神，提升

创业技能；少数体验创业实践，走向自主创业。由

此，分层分类推进创业型人才的培养。

高校创业型人才培养分层推进模式大致可分

为三个层次：一是根据全面育人的思想指导，对

100％的大学生进行创业普惠性教育，传授创新创

业知识，提供综合素质教育，使全体学生具备基本

的创新创业意识和精神，为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后

的开拓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根据因材施教

的思想指导，对20％左右的具有创业意愿诉求的

大学生进行创业精英培训，使其具备优秀的创新

素质和过硬的创业技能，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

途中可能走上的创业之路储备正能量；三是根据

精英教育、优生优培的思想指导，对5％左右具有

自主创业诉求与能力的大学生进行创业定制培

养，强化创业实战训练及创业跟踪辅导，安排创业

实践孵化及项目市场运营机会，助推其在大学阶

段或毕业之后走上自主创业之路。

二、高校创业型人才培养分层推进模

式的科学依据

1．100％的全面育人

全面推进大学生创业教育是当今高等教育的

时代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首次召开

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在《2l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

与行动世界宣言》和《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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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动框架》中指出，应该把培养学生的创业精

神和创业技能作为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J。可

见，遵循联合国的发展导向，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创

业素养是高等教育的基础性工作，高校对其进行

普惠性培养势在必行。我国的教育一直以来坚持

全面育人的原则，在推进高校创业教育时同样要

求其覆盖面。《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

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以及《普通本

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教高厅[2012]4

号)中指出，在普通高等学校开展创业教育的教

学原则第一条是面向全体，把创业教育融人人才

培养体系，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面向全体学生广

泛、系统开展。根据教育主管部门文件精神，开展

普惠性创业教育培养是对我国高校教学改革的硬

性要求。

2．20％的精英教育

为支持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创业

促进就业，国际劳工组织专门组织开发了《创办

你的企业》(SYB)培训项目与教材。目前我国已

经引进了GYB、SYB、IYB、EYB四个培训模块，专

门针对具有一定创业意愿、精神和知识结构的人

员进行创业专项培训。此外，我国还启动了大学

生创业模拟实训课程，旨在有效引导部分大学生

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动手的能力。国际劳工组

织的举措与我国政府的积极行动；表明仅仅依靠

普惠性的创业教育教学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广泛

培养创业意识、传播创业知识的基础上，让一部分

人接受创业方面的专业培训，切实为未来的创新

创业之路储备更高层次、更加优质的能量。《普

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教高厅

[2012]4号)中也提出要分类实施创业教育，尤其

要适应学生发展，特别是学生创业需求开展创业

教育教学。其文件精神也表明，除了全面育入，还

必须因材施教；除了从面上提升大学生创业素养，

还必须从点上遴选培育创业精英。《江苏省“十

二五”教育发展规划》提出《大学生创业教育工

程》专题，计划支持10万名大学生参与创业，根

据江苏近年来每～届学生50多万计算，体验创业

的学生目标比例大概为20％。同时，根据学生优

生优培的“二八规律”，在某一领域内的精英学生

也大致为20％，为高校当前将20％左右的学生接

受创业精英训练提供了合理依据，也符合大学生

成长成才的过程性规律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层次性

要求。

3．5％的定制培养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贯彻劳动者自主就

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

针；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创业。

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重大决策中多次提出

要引导和扶持一部分创业型人才真正走上自主创

业之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型经济，以

及更有效地解决就业创业的民生问题做出更大贡

献。这为组织少部分学生切实参加创业实践实

训，正式开展创业运营提供了政策导向。同时，根

据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统计数据，天津市近年来大

学生自主创业的比例是5％左右【2 J。根据浙江省

教育厅数据，浙江省近年来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比

例超过6％。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大学生

创业成功率在1％左右，其中浙江大学生创业的

成功率在全国各省区市当中是最高的，在4％左

右口J。根据目前我国创业实践实训的工作实际，

高校在分层推进创业型人才培养时，要对少数具

有自主创业诉求、具备创业精神和创业技能的学

生进行自主创业的定制培养，鼓励5％左右的大

学生切实体验创业实践实训，走上自主创业之路。

三、高校创业型人才培养分层推进的

基本路径

创业教育作为一种实用化的素质教育，能促

进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由抽象走向具体、由单一走

向多元、由现时走向未来。在高校开展创业教育，

把创业教育理念融人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具有

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是高等教育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和发

展趋势。为此，高校应坚持由面及点、分层推进创

业型人才培养。

1．坚持教学主导以推进创业普及教育

要充分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面向全体学生

推行创业普及教育，致力于100％的学生都能通

过提升创新创业素质来提高未来职业发展能力。

通过开设创业教育课程，尽最大可能让全体学生

接受较为系统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基础教学。一

是建设课程体系，打造创业教育主渠道。将创业

教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结合学校实际开设创业

教育选修课或必修课，推进“第一课堂”与“第二

课堂”的融合渗透，树立服务社会的职业理想与

创业意识。同时进一步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力争

将创业教育纳入学生培养的主渠道，融入学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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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二是深化教育研

究，引领创业教育科学性。将高校创业教育研究

从抽象概念的探索，逐步过渡到对具体经验的设

计，形成更多基础陛的、具有实践指导作用的研究

成果，让科学的研究成果为普及创业教育课程教

学提供理论支持，也为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提供

有效的理论指导。三是强化师资队伍，保障创业

教育的专业性。提供充足而优质的创业教育师

资，为创业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专业智力支持，从而

更好地推进高校创业型人才培养。通过在职培

养、国内外进修、生产一线锻炼、外聘等方式，进一

步加强师资力量，逐步形成由专职教师、企业家、

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和专家组成的创业教育师资队

伍，提高创业教育的专业性H J。

2．坚持培训辅导以促进创业精英教育

在保障创业普及教育的基础上，作为教学主

渠道的重要补充，要对部分具有良好创业潜质、强

烈创业愿望的大学生开展系统的创业精英教育。

通过举办创业培训、创业讲座和论坛、组织各类创

业大赛等活动，致力于20％左右的学生能在职业

生涯中通过提升创新创业素质谋求优质发展，成

为具备良好创业技能的职场精英。一是建设网络

平台，拓展创业教育多样性。利用互联网搭建创

业教育网络平台，强化创业信息服务，拓展创业培

训的网络阵地，及时发布和解析大学生创业政策，

通过分享激情创业故事、展示示范校优秀成果、提

供创业专家科学指导等方式，为广大有创业梦想

的学生提供自主接受培训的网络平台。通过手机

报、孵化基地官方微博、创业信息短信平台等，利

用现代科技手段，融人时尚元素，形成立体式、广

覆盖的创业培训网络体系，有效拓展大学生参与

创业系统培训和职业发展教育的灵活性和多样

性。二是规范专项培训，强化创业教育实效性。

组织有志于创业的大学生参加SYB、GYB、IYB培

训，定期开设创业培训讲座，提升培训的覆盖面和

实效性。通过讲座、访谈、培训等多种形式，使部

分创新意识较强、创业素养较高的大学生系统强

化创业知识，巩固首创精神，提升创业能力，在孕

育职业发展精英方面取得良好成效。三是丰富创

业竞赛，提高学生创业积极性。积极组织以“挑

战杯”创业计划竞赛为龙头的各类创业赛事，并

以此为依托加强创业培训指导。积极组织各高校

学生创业精英参加全国和省级创业系列竞赛，并

自主举办大学生创新创意创业大赛、职业规划大

赛等活动，丰富创业教育教学体系的内涵和外延，

大力营造良好的创业型校园文化氛围，提升学生

参与创新创业活动的积极性。

3．坚持实践指导以扶持自主创业

对创新创业素质较为突出的大学生应加大扶

持力度，引导少数有志于创业的学生真正投入创

业实践，致力于5％左右的学生最终能够实现自

主创业，实现高层次的职业发展。一是拓展创业

孵化平台，提升职业发展机会的转化度。充分利

用大学科技园、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

区、工业园区等资源，创建大学生创业实践和孵化

基地。强化基地的场地配套、创业指导、办事代

理、跟踪服务、后勤保障服务等功能，为大学生创

业提供实践和支撑平台。通过孵化平台建设，促

进教学实习、社会实践、就业创业实训与大学生创

业教育的深度融合，为真正具有创业能力和可行

项目的创业精英及其团队提供发展载体，为最终

以创业谋求职业发展奠定良好根基。二是出台创

业扶持政策，提高以创业谋求发展的成功率。通

过出台相关创业扶持政策进一步改善创业环境，

鼓励和带动更多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为大学生

创业者开通绿色通道，提高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成

功率。三是强化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创业发展运

营的保障性。在推进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加强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采取社会资助、申请加盟、征集推

荐等多种方式，收集整理符合各类高校毕业生创

业项目，强化大学生创业项目库建设。根据高校

毕业生特点和需要，组织开展政策咨询、信息服

务、项目开发、风险评估、开业指导、融资服务、跟

踪扶持等“一条龙”创业服务，开辟“大学生创业

绿色通道”。因地制宜建设一批大学生创业实践

及孵化基地，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创业园、孵化

器，并提供社会保障、人事代理、技能培训、职称评

定等代理服务，强化对创业大学生的人力和社会

保障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大学生创业公共服务机

构，切实促进大学生创业教育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也为职业发展教育提供坚实的保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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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of the students accept the entrepreneurial elite training；adhere to the practice guidance，dedicated to 5％of the students

towards self—employment．Thus，hierarchical classmcation，gradual，constnlct the entrepreneudal talent tmining mode of scien-

ti6c，boosting tlle development of Kgher education corInotation鲫d talent tra洒ng quality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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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IliIlist Cross—cllltural：CIlinese FemiIlist Shakespeare Criticism

ZHANG Rongxing，WANG Jichao

(School“Forei印L鲫gIlages，S00chow University，Suzhou Ji觚伊u 215006，Cllina)

Abstract：：In recent 20 years，FemiIlist cdticism h踮become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theor}etical metIlods in Shak髓peare study in

cIlina．In order to lulderStaJld the specific status of this subject，tllis anicle稍U summ吐ze髓d evaluate the b髂ic situation of

Feminist Shakespeare criticism in China，interpret and analyze the core喵uments，锄d exaIIIine the met}lodology of this theory．

Af}er couecting明d analyzing these data，We find that 8lthou出the pmctiee 0f fb赫nist criticism in e踮t co仰try h鹊promoted the

innoVation aIId breaI【through in many aspects，irIcluding new epistemology，moral concept，and 10Ve concept，the repeat of inter-

pretation and the liInit of concepts also exist in our studies．Therefore，constmcting the plad．oml to commllTlicate with westem

Shal【espeare criticism is also impoItant蚰d necessary．

Keywords：fblIIiIlist；Shakespeare；literary criticism；overview of research

(责任编辑：李军)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