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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心理资本提升研究

肖　艳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　要：探索了大学生创新创业心理资本内涵，阐述了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心理资本提升的意义，通过构建应用型高校大

学生创新创业心理资本干预的模型，提出创新创业课程的特色创新。将心理资本融入到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中，增强产业与

应用型高校的创新创业合作，优化实训实践平台，增强潜在创新创业者的企业应用技术能力，提升自我效能感和心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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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备受

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青年作

为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的前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

积极投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

应用型人才。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在创新驱动和社

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高校创新创业心理资本的提升中，

必须着眼于用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思想对大学生加以教育

引导，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和价值观，增强大学生责任心和使

命感，富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创新创业型人才。

一、大学生创新创业心理资本的内涵

心理资本是符合积极行为组织学的能力集合体。从敷

衍层面来说，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

极心理状态。从团队层面来说，心理资本可以帮助团队获得

竞争优势。心理资本是实现人生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回答

了“Who are you?”的问题，包括了个体的信心、希望、乐观、

韧性等四个维度，经过实证研究，国内外学者逐渐认可心理

资本并列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

创新创业心理资本是能够支撑创业者在创新创业过程

中朝着成功的目标前进的心理资源的综合，包括创新创业自

我效能感、乐观、希望、韧性、机会识别、社交能力等六个

维度对于应用型高校的大学生创业者来讲，资金、市场和技

术资本而言再提升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而创业者本身的

心理资本还有着很大的升值空间，心理资本强大的创业者，

能够承受来自各方的挑战和各种压力，影响着创业态度和绩

效。创新创业心理资本在长久性、可更新性、可积累性、相

互贯通性和唯一性等五个方面，优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

人力资本，是创新创业者的核心竞争力。

二、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心理资本提升的意义

应用型大学相对于研究性大学和教学研究性大学，侧

重于应用性技术的教育，以产品为导向，侧重于提升技术产

品性能和生产效率。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过程中，对现实中

的大学生来说，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和失败打击着创业的自信

心。随着对心理资本的不断研究和探索，很多教育工作者开

始将心理资本的理念应用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中，从

而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在心理资本的提升探索和实践中，个

体稳定的积极心理状态，有利于促进高职院校学生成长和创

业绩效的提升。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自我效能的开发中，通过利用自己

所学在技能完成某项工作，提升自信程度，有信心和信念面

对困难和挫折，增加内生驱动力，在创新创业过程中，发现

自身优势，主动积极地投入到创新创业项目中。乐观的维度

对创新创业态度有着积极的影响，帮助学生积极归因，实时

调整心态应对遇到的困难挫折。希望维度是一个向目标前进

的体验过程，掌握希望维度，可以帮助创业者分解目标，不

断达成小目标，通过成功经验的积累提升自我效能感，最终

达到长期创业目标。韧性是一种坚持做事的意志，是持久的

精神，能够继续前行需要将焦点集中在如何解决问题，分析

原因，做好笔记，预防类似错误再次发生，韧性帮助大学生

发现自己在应用技术上的优势，在持久的创新创业过程中，

不断开发自己的潜能。

三、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者心理资本干预模型

通过研究创业心理资本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对比企业

家心理资本和乐观、韧性和希望三个积极的心理状态，得出

心理资本与领导力正相关 。2014 年的百森商学院提出的游

戏、创造、试验、共情和复盘五种创业教育实践模式，结合

尚晓和吴炯 (2011) 及 Luthans(2005) 的心理资本干预模型，

设计创新创业本应用型高校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者

心理资本干预。设计创新创业情景，研究对象是 00 后大学生，

从团队构建开始，设计有吸引力的创业情境，便于团队成员

融入活动，通过心理资本干预，提升创新创业能力。该模型

注重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设定有限而清晰的活动任务，便于

在课程中开展心理资本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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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心理资本融入应用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

1. 心理资本干预融入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中

应用型高校的课程以职业能力和技术能力为核心，致

力于研发转移和产业优化推动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发展，大学

生创新创业教育纳入学生专业培养方案，结合专业课程设置

穿心创业课程，有重点有侧重，在进行创新创业教育中实施

心理资本干预，形成有心理资本干预特色的应用型大学创新

创业课程，以积极的心理态度应对创新创业过程中遇到的挫

折和困难，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心理资本。

2. 增强产业与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的合作

通过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的进步，依托有丰富产业资源

的乡镇，鼓励有创新创业意识的大学生进入该产亚领域学习

专业知识和技术，构建大学生实践基地，向全体学生开设

与产业基地相结合的创业实践课程，培养潜在的潜在的创业

者，在提供实践机会锻炼的同时，增强即扎实又实用的知识

和技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从而提升心理资本中的自我效能

感，实现素质教育的延展，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3. 优化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训实践平台

心理资本是一种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要得

到实现，需要有实践的力量。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实

训实践平台，应侧重产学研用的有机结合，注重实效和特色，

分层次和差异化的进行创新创业教育，专业课程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促进创新创业精神的内化，实现素质教育的全面发

展。第一、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实践的平台，在企事业单位

的实践中，有意识的以锻炼创业能力为导向，引导学生站在

一定高度看待自己的专业和企业的运营，从而主动思考和实

践，并学会承担创业的风险和有社会担当。第二，学生与创

业者的近距离接触和深度交流，能够对创业者的特质和创业

经验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搭建与创业者和企业内部各层

次人才交流学习的平台，体验创业成功的经历，对有创新创

业意愿的大学生来讲，能够增强心理认同和激发由创业意识

向创业实践前进的动力，创造创新创业合作的可能性。第三、

优化多元化众创空间，开展学生能力与各规模的企业需求匹

配的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潜在的创新创业者预先进行创

业培训，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身能力和不足，提前增强学生

在企业应用技术上的优势，从而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最后，创新创业心理资本是比较年轻的概念，需要结

合中国国情对该概念的内涵和维度要素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对心理资本的有效测量、潜能开发和应用开展进一步的实证

研究。

在创新创业课程中应用心理资本干预模型，开发自我

效能感、乐观、希望和韧性四个维度，将心理资本融入应用

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中，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实

训实践平台。培养潜在的创新创业者，进一步开发能力培养

沙龙、个体心理辅导和团体心理辅导类的活动，培育大学生

的良好的心理品质和提升心理资本。以共同的价值导向和科

学的理论，涵养创新创业文化，培养应用型高校大学生的自

主创新意识，增强创新创业的心理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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