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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克强总理指出“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这说明研究生人才十分重要，如何构建有
效的“双创”教育平台与载体也是重要的改革方向。本文基于角色理论开展研究生创业者的研究工作，深入分析研究生创业角色个
体和研究生创业产出关系，构建了多方联动、内外协同机制，构建以人为本、按需施策、改革创新、面向重大需求的教育体系，通
过教学融合、科研统一等角色平衡管理方法，让其在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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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底，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总书记指出“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

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1]。2010 年，教育部成

立高等学校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国家层面上先后发出 10 余份文

件不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双创”，而这其中研究生作为高层次创

新人才，应当是关键的构成群体，应当对产业和行业发展贡献出巨

大的力量。 

角色理论是较为成熟的一种社会学理论，从一个人在社会中扮

演的角色，可以分析和研究一个人的社会行为活动。在研究生成长

成才和创新创业过程中，往往会扮演者不同的角色，在学生、家庭、

学校、社会、创业等之间有明显的角色偏差，因此，基于角色理论

深入分析，研究处理好研究生创业过程中的问题和需求，可以不断

提升研究生创业者的角色认知，加强各个角色的平衡与学习，深入

理解创业者角色内涵与角色定位，为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做出

积极尝试。 

一、角色理论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显示，角色理论最早来源于社会心理学，美

国社会学家米德把角色理论的“角色”这个概念从戏剧概念中剥离

出来 [2]。现在该理论的应用范围比较广泛，常常用来根据人们所处

的特定地位或者身份去阐述人的特定行为，并尝试解开蕴含在其中

的内在规律，探寻其对人的态度与行为影响因素的态度与行为的一

个社会心理学理论[3]。 

在该理论的研究视域里，每个人都会至少执行一个角色，并且

对其都有自己的理解认知，这种情况被称为角色观念或者角色意识
[4]，它是将特定的社会环境与自己所执行的角色相匹配，形成对应

的关系、地位、作用、规范、权利、义务、形象行为[5-7]等方面的认

知、态度和情感反映，而这些都将成为研究生如何进行创业选择的

影响因子。值得一提的是学者 Kahn（1964）的角色理论认为，一个

人可以同时扮演多个角色，而不同角色对个体的要求是不同的[8]。

因此，由于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而不同的角色需投入不同的时间、

体力以及精力，所以很难成功地做好每一个角色。 

二、研究生创业者角色分析 
根据著名心理学家 R.L.Kahn 的 “重叠角色组模型”理论，高

校研究生在校创业时，需要一个创业团队来实现创业目标，每个创

业者都会承担某个角色，每个角色需要完成这个角色特定的任务，

需要与其他角色进行沟通联系和协同合作，那么此时这个研究生被

称为“中心任务”，而他所联系沟通协同的其他角色，如同学、老

师、投资者、客户等，同他组成了一个创业过程中的“角色组”，

整个角色组织可以整体看做一个由许多这样一类叠加关联的角色

组成。因此根据 R.L.Kahn 的理论，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分析研究

生创业过程中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行为： 

1.研究生创业者角色冲突。因为每个人都执行着不同的身份，

一名学生可能同时扮演子女、学生、团队成员等，同时这种角色矩

阵中还在不断变换。以研究生创业者为例，角色组织中的不同成员

就像研究生创业者身边的不同成员，对研究生创业者都有着不同的

要求与任务期望。当这个角色组织中的人员组合越庞大，这其中的

角色冲突就会愈发变大，这是“角色间的冲突”。除此以外，一个

研究生在一定时间窗需要执行多个身份，此时多样差异的期望也会

导致产生“角色内在冲突”。 

2.研究生创业者角色不明。创业过程也是一个团队协作的过程，

对于每一个角色都需要明确任务内容与期限，都需要及时精准的把

中心人物完成任务所需要的资源进行层级传递，如果不能，则中心

人物就不能够针对性的作出应有的反应。这个在初创团队中角色不

明是会被经常遇到的情况，各个环节的人员虽然都有一定的责任和

一定的权力，相反带来的是增加大量的沟通成本，降低效率和实际

合作效果。 

3.研究生创业者角色负担过重。因为在创业过程的中心人物必

定会有来其他角色组织成员的不同的期望。在家庭层面，研究生自

己和家人都会有自豪成功感，在传统观念里，研究生往往可能代表

着知识改变命运飞黄腾达。在学校层面，研究生既是学生也是科技

工作者，在完成科研学业成长成才的过程中，承担着很多科研任务。

在社会层面有更高的期许，是国家发展中的栋梁之才。而这些角色

身份的背后是压力与要求，对于创业者，能够满足以上不同的期望

是关键点，显然有些期许需要一定的时间，会导致中心人物角色过

载。 

综合上述分析，从研究生创业过程中个人行为心理学出发，诸

多情况会都会成为研究生创业的不利因素，对于研究生的创业选

择、创业行为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如何搭建科学的教育体系尤

为重要。 

三、基于角色理论的平衡管理 
1、坚持以人为本，与教学培养各个环节有机融合 

以加强研究生个体角色认知为核心，将创新创业教育与中心工

作、日常教学、竞赛实习、社会实践进行结合，通过融入培养各环

节和全过程实现角色认知，纠偏角色认知，建立“兴趣-学习-科研

-竞赛-实践”综合实践平台。坚持教师指导学生、学生激励教师的

双轨并进理念，有机整合人才、技术、资本和市场多种要素，形成

教学合一、学创结合的良性互动生态系统，从教学层面建设学校相

应的组织体系。 

2、坚持按需施策，与学校科研攻关工作有效统一 

以加强研究生创业角色深度学习为基础，打破学科专业壁垒。

促进学科交叉交流，促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把科研攻关与研究生

创业教育有机融合。通过多学科学术微沙龙、座谈交流分享等形式，

以兴趣点和学科交叉促进研究生角色深度学习能力培养，形成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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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科学研究带动的育人模式，将优质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

将科研实践转化为创新创业项目、将科研平台转化为创新创业平

台、将科研方法转化为创新思维培养，按需施策，从科研育人层面

建设学校相应的实践体系。 

3.凝聚育人合力，与学校各类资源平台无缝链接 

以加强研究生创业角色帮扶指导为抓手，协调育人合力资源。

注重启迪创意思维，促进专业知识、科研成果、创业意识与校园文

化的深度融合；依托创新创业广场，拉动企业家校友、创业企业校

友团队将全程参与创业项目指导和评比，获得校友资金支持，形成

良性双创氛围。在创业园、校内孵化基地、孵化器等进行逐级孵化

运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分类帮扶，分项资助，同时享受孵化

基地各类创业优惠政策，不断发挥各方面研究生“创业蓄水池”功

能。通过多种形式、多种平台、多类群体，进行角色“帮扶”，形

成育人合力。 

4.聚焦重大需求，在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发挥作用。 

以加强研究生创业角色目标方向为根本，当“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摆在眼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全球加速兴起，

国际形势多变，我国有太多“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亟待突破，研究

生作为高层次人才，应当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主动对标国与国

竞争的焦点，主动瞄准关键领域和技术前沿，尤其是高精尖科技领

域去做文章，在培养机制改革上，要保障和支持一批“卡脖子”创

业项目，孵化和扶持一批学生创业团队，让更多研究生人才在担起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使命中谱写创业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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