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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大学生“双创”竞赛意识及能力培养现状调查与分析
雷　钢　陈俊杰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为了解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现状，更好的开设《创新

创业基础》课程，持续推进课程改革。本文选取在校大学生为主

要调查对象，体现出大学生对“双创”竞赛认识不足，不清楚竞

赛内容及参赛要求，对参加“双创”竞赛兴趣度不高等问题；因此，

加强高校创新创业课程课赛融通，形成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双

创”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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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明确指出，深化高等学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促进经济提质

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高校毕业

生创业就业的重要举措。本文以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对大学

生参加创业竞赛的了解程度如何、参加创业竞赛的参赛意愿如何

进行了调查分析，对大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竞赛的阻力和推力是什

么，以及参加创新创业竞赛途径相关性进行了统计分析，结合分

析结果为高校进一步发挥创新创业竞赛在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二、调查问卷设计与实施

本文通过设计一份“双创”竞赛在线调查问卷，为了解在校

大学生对创新创业竞赛意识及能力，调查对象主要为给排水工程

技术专业和道路与桥梁工程专业在校大学生。通过调查问卷收集

学生基本情况以及学生参与创业竞赛的参赛意愿、参赛动力、参

赛阻力、计划参赛类别、对参赛队友年级期待等信息，调查问卷

内容主要包括四部分： 一、关于被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二、对

创新创业的认知；三、参加创新创业的途径；四、对创新创业存

在的阻力。共设置包括 18 道选择题和 1 道问答题，运用 EXCEL

表格工具和 SPSS 数理统计工具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及统计分析。

表 1 调查问卷问题设置

序号 基本信息 创新创业的认识 创新创业途径　 创新创业阻力　

1 您的性别 您对创新创业是否感兴趣 通常什么情况下，您会选择创新创业 您的创新创业阻力来源

2 您是属于哪个系的学生
您知道创新创业具体是做什

么

您知道在学校读书时，有哪些创新创业

路径

您认为哪些手段可以激励您参加创新实

践活动

3 您的年级是什么
你认为创新创业需要具备哪

些素质
您知道的关于创新创业有哪些竞赛

您选择何种方式来培养自己的创新创业

意识

4 您是否参加过上述创新创业相关的竞赛
大学生创业相对于其他社会人士具有什

么优势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调查结果统计

由问卷调查结果统计得知，有效回收 318 份调查问卷，其中

男生有 173 人，占比 54.4%，女生有 145 人，占比 45.6%。大一年

级占 70.13%，大二占 27.99%，大三占 1.98%。

表 2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性别 年级

男生 女生 大一 大二 大三

54.40% 46.60% 70.13% 27.99% 1.98%

（二）学生对创新创业的认识

结果显示，对创新创业感兴趣或比较感兴趣有 56.92%，仅

有 6.6% 的人表示没兴趣，由此可见大学生对创新创业持有积极

态度。当被问及“是否知道创新创业具体是做什么的”的时候，

有 73.58% 的人认为创新创业需要一个创新的新思维，但同时也有

53.13% 的人认为创新创业需要开创一份事业，表明创新创业不单

是开创一份事业有着开店等，也可以是参加创新创业竞赛或者参

加创新创业相关项目。绝大多数人认为创新创业需要很高的综合

素质，其中最高的是具有独到的思维，占比 92.14%。在如何看待

大学生创新创业上，有 77.99% 的人表示支持，对社会有积极的影

响，表明开创创新创业项目是正确的选择，不管是对学生还是社会，

都有积极的作用。 图 1 学生对创新创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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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加创新创业竞赛途径分析

就创新创业类竞赛类型而言，除“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

业比赛，挑战杯等有 90% 的认知度，其余的认知度都低于 50%，

且有 77.99% 的人没参加过关于创新创业类竞赛，说明关于创新创

业类竞赛的宣传力度不够，宣传的覆盖面不够广。调查显示在校

参与创新创业比赛最大阻力，主要是理论知识不足，经验不足，

缺乏社会关系，占据 78.93%；资金短缺，占据 67.61%；专业知识

不足，占据 66.67% 等等。在校大学生认为参与创新创业的途径主

要有参加创新创业类的竞赛占 72.64%；勤工俭学占 51.26%；社会

兼职占 64.47%。 

（四）参加创新创业竞赛阻力分析

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认为创新创业阻力来源主要是资金

短缺和缺乏社会关系等，占比分别为 67.61% 和 78.93%。并且有

88.36% 的大学生认为相对于其他社会人士具有年轻有活力，敢于

拼搏，侧面表明大学生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但缺乏资金和资源

导致创业想法难以实施。

（五）多因素交叉分析

通过对创新创业感兴趣程度与大学生性别的交叉分析可以看

出，男生在很感兴趣上占 30.64%，女生在很感兴趣上占 12.41；

在比较感兴趣上，男生 / 女生分别占 29.48%/40.69%，在一般感兴

趣上，男生和女生分别占 32.37% 和 41.38%。说明男生对大学生

创新创业感兴趣度更高。

图 2 交叉分析图

（六）多因素相关性分析

表 3 相关性分析表

项目 平均值 标准差 您的性别
您对创新创业是否

感兴趣

您怎么看待大学生

创新创业

您是否有参加过上述创新

创业相关的竞赛

您的性别 1.45 0.5 1

您对创新创业是否感兴趣 2.27 0.95 0.09 1

您怎么看待大学生创新创业 1.32 0.65 -0.12 0.0025** 1

您是否有参加过上述创新创业相关的竞赛 1.18 0.42 -0.01 -0.03 0.05 1

*p<0.05 **p<0.01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对创新创业感兴趣的大学生和不感

兴趣的大学生在如何看待大学生创新创业中是否存在相关性。结

果显示，对创新创业感兴趣的大学生与对创新创业不感兴趣的大

学生，在如何看待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显著性概率值（P 值）小于 0.01，

即存在极显著的相关性。此外，对创新创业感兴趣的大学生，在

如何看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多数都表示支持，说明创业竞赛对大

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多方面均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建议与对策

（一）营造“双创”氛围，推进“双创”竞赛课程改革

提升“双创”参与度，现已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了创

新创业教育课程，但课程授课内容和授课模式，依然过于传统，

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后，依然无法通过“双创”竞赛活动提

升自己的能力。通过调查发现，只有很少一部分同学会参与

创新创业类竞赛，而且对整个竞赛的流程和内容依然不清楚。

因此，通过“双创”类课程建设，完善实践教学活动，提升

课程质量，完善课赛融通的授课模式，加强对创新创业竞赛

的推广以及宣传力度，提升校园创新创业氛围，促进大学生

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二）建立“专创”服务平台，提升学生“双创”竞赛能力

学校层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保障和激励措施，激励学生

参加“双创”竞赛。但是，目前相关激励措施力度还不够，导

致大部分学生对“双创”竞赛的参与热情并不高，参赛比例较

低，尤其是年级越高，参与人数越少。因此，通过建立“专创”

服务平台，构建从专业 - 学院 - 学校 - 省赛 - 国赛全贯通的保

障机制，并且贯穿赛前、赛中、赛后全过程，解决学生参赛后

顾之忧。

（三）设立“企业工作室”，提高学生把握行业发展动态能

力

通过学校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平台，构建“企业工作室”学

生 - 老师 - 企业三方合作实践平台。通过设立“企业工作室”，

围绕行业先进技术、产业发展方向定期开展企业专家讲座，同时

建立校内校外双导师制度，引入企业真实项目，开展项目式演练。

同时，建立校企产教融合机制，培养在校学生开展实际项目实践，

提高专业能力的同时，拓展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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