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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中职学生对待创新创业的心理状况，探寻提

升中职学生创新创业的综合心理素质和能力的途径。方法 通过问

卷调查针对中职学生创新创业的心理状况展开问卷调查，包括自

我认知、心理抗压、心理期待、心理意愿等方面。结果 中职学生

总体上对创新创新的态度是积极的，兴趣也十分浓厚，但是仍然

存在着自信心不强、意志力薄弱、创业目标和方向不清晰、依赖

性较强等问题。结论  针对问题及成因，应当加大校园创新创业

活动建设力度，高度重视并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的机制，积

极探寻创新创业心理建设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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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情况

（一）调研目的

通过问卷调查，掌握中职学生对待创新创业的心理状况，

并对心理状况进行总结，揭示心理状况背后的成因，为探索能

够提升中职学生创新创业的综合心理素质和能力的途径提供客

观依据。

（二）调研对象

本次调研的对象是中职学生，问卷人数为 344 人，收回有效

问卷 344 份，回收率 100%。

（三）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问卷星平台随机向学生发放

问卷，由学生填写。问卷由课题组成员设计，学生可以参与答题

一次。问卷共 20 题，除第 1 题是班级信息之后，其余题目包括学

生基本信息、态度兴趣、自我认知、行动意志、意识观念、心理

倾向等内容。既有主观题也有客观题，较为全面的调查了学生创

新创业的心理状况。

二、调查问卷分析

（一）自我认知

本次问卷 2-8 题属于自我认知范畴，询问中职学生创业的目

的以及对学校创新创业比赛是否参与的态度等。通过这些问题可

以初步掌握中职学生对创新创业的基本认知情况，中职学生会根

据自我认知做出回答。

（二）心理抗压

本次问卷的 9-11 题属于心理抗压范畴，主要为了掌握中职学

生的心理抗压能力如何，测试其在面对创业失败时心态如何，会

做出何种选择。不同的答案代表了不同的心理抗压能力，对答案

的统计可以掌握调研对象的心理状况。

（三）心理期待

本次问卷的 12-15 题属于心理期待范畴，通过问卷可以掌握

中职学生对创新创业的心理期待是什么，考察中职学生创新创业

的深层次认知和目的。答案设置层层递进，涵盖了几乎最为常见

的价值倾向，不同的选择代表了不同的心理价值期待，调研能够

更好地把握中职学生对待创新创业的深层次价值诉求。

（四）心理意愿

本次问卷的 16-20 题属于心理意愿的范畴。心理意愿是心理

状况的一种表现，能够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出心理状况是否良好，

心理人格是否健全。题目考察中职学生如何将心理意愿转化为实

际行动，通过答案可以较为客观的掌握中职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思

考和规划能力。

三、调研结论

（一）自我认知分析  

本次调研中对中职学生的自我认知情况进行了调查，包括对

创新创业的兴趣及爱好等。

根据问卷结果，48.55% 的学生有创业兴趣，几乎达到一半，

说明有足够比例的学生主观上愿意尝试创业；89.24% 的学生创业

是为了积累财富；82.56% 的学生对创业拥有足够的勇气，但是只

有 13.66% 的学生愿意参加学校组织的创业比赛，这至少反映出学

校组织的创业比赛对学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自身创业的不足之

处和关键因素的调查中，84.3% 的学生选择经验不足，87.5% 的学

生选择创业经验，这说明绝大多数学生重视创业经验。

（二）心理抗压分析

我们对中职学生的心理抗压情况进行调研，基本了解了学生

的抗压承受能力。

根据问卷结果，中职学生的心理抗压能力较强，79.36% 的学

生面临创业失败选择重新再开始，这说明至少在抗挫折方面具有

一定的耐力。另外，77.03% 的学生认为创业和学业都重要，这说

明大多数学生对创业的态度十分理性，没有过于盲目追从。另外，

42.73% 的学生愿意围绕某个项目进行创业，这应该与政府的政策

宣传和舆论影响有关系。

（三）心理期待分析

我们对中职学生的心理期待情况进行调研，具体包括学生心

目中理想的创业要求，对个人及社会的影响和意义。

根据问卷结果，85.76% 的学生认为心目中理想的创新创业追

求是创造新颖的产品；93.02% 的学生认为创新创业可以锻炼自主

能力，22.09% 的学生认为对个人基本没有影响；86.05% 的学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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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造就业岗位是创新创业对社会的最大意义。总体上中职学生

对创新创业的心理期待较高，普遍认为创新创业具有积极的价值

和意义。

（四）心理意愿分析

我们对中职学生创新创业的心理意愿进行调研，包括不想创

业的心理原因，创业的心理障碍等。

根据问卷结果，有 72.38%、74.13% 的学生不愿意创业的原因

是不自信、缺乏帮手，这说明学生从心理上缺乏独立自主的创业

精神，对自身缺乏信心，害怕失败；85.47% 的学生觉得自己实战

经验不够，创业的成功可能性不高，有 93.89% 的学生只从自媒体

渠道获取创业的咨询，难免会觉得信心不足；另外有 79.07% 的学

生选择将物质财富作为创新创业的首要心理动力，意味着如果创

业不顺利，中途放弃的概率较大。

四、心理成因及对策建议

根据调研结果，本文接下来对心理成因进行进一步的剖析，

找到成因才能有针对性解决心理问题，提高中职学生创新创业的

心理自信和独立，明确创业目标和创新方向。

（一）成因剖析

首先，竞争压力大。随着时代的发展，职业人才的重要性日

益突出。随之而来的就是职业教育就业需要面对更多的压力和更

激烈的挑战。对于中职学生而言，竞争压力对心理造成一定的影

响。这种压力体现在职业规划、心理自信、学习动力等各方面。

心理抗压承受力较弱的学生在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面前容易出现

心理问题。另外，市场竞争压力大也会让部分学生心态更加急躁，

不能理性地看待创新创业，不能坚定学习方向，用偏激、狭隘的

眼光看待创新创业，心理期待不健康不成熟等。

其次，理性思考能力有限。根据调研，学生主要是通过自媒

体获取创新创业的讯息，这些讯息内容真假掺杂，许多新闻为了

吸引流量恶意炒作，无形中放大了社会焦虑，学生由于心智不成熟，

判断和辨别能力差，理性思考能力不足，容易受其影响。

再次，市场形势不容乐观。近年来国际贸易战等一系列重大

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再加上新冠疫情

的爆发，市场就业形势相比之前有些疲软，这对学生创新创业的

心态和动力造成一定的冲击。

最后，创收周期长。创业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投入大量的

时间、精力等，不可能短期内有所收获，再加上许多学生创新创

业的价值观不正确，因此产生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心态，无法

拥有正确的创新创业意识，一定程度阻碍了创新创业行为开展。

（二）对策建议

首先，加大校园相关活动建设力度，加大创新创业常识的普及，

帮助学生拥有正确的创新创业意识观念。根据调研，只有 28.78%

的学生选择创业比赛来提高创新创业能力，84.3% 的学生认为自

身创新经验不足，还有 93.89% 的学生通过自媒体获取创新创业咨

询，这都说明学校的创新创业活动建设对学生没有吸引力，学校

举办的创业比赛也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而学生又恰恰最欠缺的相

关的经验和常识。所以学校应当将创新创业常识作为努力方向，

发挥教育资源优势，通过社团讲座等形式多举办接地气的比赛活

动，例如定期举办创新创业活动节加强常识普及，开设创新创业

专题讲座，针对学生的常见问题进行交流解答。

其次，高度重视并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的机制。客观理

性面对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学校应当从心理健康教育切入，高

度重视机制建设，设立心理辅导室、咨询室机构，成立心理辅导

师资队伍，负责学生的心理教育和辅导事宜。完善常态化心理跟踪、

分析、反馈工作机制，针对部分学生建立心理信息资料库，密切

关注其心理发展水平，撰写心理辅导日志。另外还要成立家校联

合辅导工作机制，一方面对家长进行培训，提升家长心理辅导能力；

另一方面提升心理辅导师资队伍的整体心理教育素养，保障心理

健康教育和辅导机制顺利运行。

最后，积极探寻创新创业心理建设实践模式，恢复和增强学

生创新创业的自信，提高学生创新创业动力，增强创新创业意志力。

针对学生心理层面的弱点，学校要与社会联手合作，建设特色化

创业实训基地，开展创新创业模拟综合项目，对审批合格的创新

创业项目给予支持，同时心理辅导师资队伍要介入，全过程、全

方位、全流程地参与到整个项目运作过程中，既要重视鼓励鞭策

又要及时进行心理减压和调试，帮助学生克服自身心理障碍和缺

陷，恢复自信心，培养独立自主创新创业能力，降低依赖心理情绪，

在创业之路的成长中提高观察力和敏锐度，以更成熟的心态投入

到创新创业实践中。同时政府也要加大双创宣传力度，弘扬正能

量的创业精神，让学生拥有正确的创业价值观，给予更优惠的创

新创业政策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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