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业基础》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二、课程性质 

《创业基础》课程是一门公共必修课程。目标是让学生掌握创业的基本理论

知识，具备较强的创新创业能力。本课程通过创业教育教学，使学生掌握创业的

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熟悉创业的基本流程和基本方法，了解创业的法律法规和

相关政策，激发学生的创业意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促进学生创业就业和全面发展，具有为《创业基础》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三、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 

（1）使学生掌握开展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认知创业的基本内涵和

创业活动的特殊性，激发创业意识。 

（2）具有对创业机会分析和资源整合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辩证地认识和

分析创业者、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创业计划和创业项目。 

2．能力目标 

（1）具备必要的创业能力。掌握创业资源整合与创业计划撰写的方法。 

（2）掌握一些有关新企业的开办流程与管理方法，提高创办和管理企业的

综合素质和能力。 

3．素质目标 

能够具备创业意识，树立科学的创业观，能主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的全面发展需求，正确理解创业与职业生涯发展的关系，自觉遵循创业规律，积

极投身创业实践。 

四、课程内容与教学安排 

课程代码 0000104 课程类别 公共必修课 学    分 2 

适用专业 

三年制、两年

制高职和五

年制大专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36 

实验／实践学时  

适用类别 公共必修课 考核形式 考查 执笔人 薛书彦 审核人 贾杏 



序号 项目/章节 
课程内容 

授课形式 学时 
知识点 能力要求 

1 

创业与创业教

育 

 

1.创业基本认识：创业的定义与功

能;创业的要素与类型 

创业过程与阶段划分 

2.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3.创业经济与创业环境:经济转型

与创业热潮的关系创业活动的功能

属性知识经济时代赋予创业的重要

意义 

使学生了解创业的概念、

要素和类型，认识创业过

程的特征，通过对知识经

济发展的分析，使学生了

解创业热潮形成的深层次

原因，认识经济转型与创

业热潮的内在联系，明确

创业活动对于经济社会发

展的贡献。掌握创业与创

业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

强化学生对创业精神需要

培育并可培育的理性认

识。 

理论 2 

  2 

 

创业者与创业

精神 

 

1.创业者与创业素质 

创业者；创业者素质与能力 

2.创业精神: 创业精神的本质、来

源、作用与培育 

3.创业意识与创业动机 

创业动机的含义与分类；产生创业动

机的驱动因素 

使学生形成对创业者的理

性认识，纠正神化创业者

的片面认识，了解创业者

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理论 4 

  3 

创新创造与创

业过程 

 

1.创业分类与模式 

2.创新创造核心理论 

3.创业管理理论 

使学生了解创业的分类与

模式，了解创新创业的核

心理论，对于创业管理理

论有所理解。 

理论 2 

  4 

创业团队组建

与管理 

 

1.创业团队及其价值 

创业团队及其对创业的重要性,创

业团队的优劣势分析 

组建创业团队的策略及其后续影响 

2.成功创业团队的基本特征创业团

队的管理技巧和策略 

领导创业者的角色与行为策略 

3.创业团队的社会责任 

认识创业团队的重要性，

掌握组建和管理创业团队

的基本方法。 

 

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 
4 

  5 

创业机会与创

业项目 

 

1.认识创业机会:创业机会与商业

机会,创业机会的特征与类型,创业

机会的来源, 

影响机会识别的关键因素 

2.识别创业机会 

识别创业机会的一般过程 

识别创业机会的行为技巧 

3.评估创业机会 

有价值创业机会的基本特征 

个人与创业机会的匹配 

创业机会评价的特殊性 

创业机会评价的技巧和策略 

 

4.创意与机会 

 

使学生认识创业机会的概

念、来源和类型，了解创

意与机会之间的联系和区

别，了解识别创业机会的

一般步骤与影响因素，习

得有助于识别创业机会的

行为方式。使学生认识有

商业潜力和适合自己的创

业机会，了解创业机会的

评价，掌握创业机会评价

的方法。 

 

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 
4 



序号 项目/章节 
课程内容 

授课形式 学时 
知识点 能力要求 

  6 
商业模式设计

与创新 

商业模式的定义和本质 

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 

商业模式和战略的关系 

基于价值链的商业模式的赢利逻辑 

使学生认识商业模式的本

质，了解战略与商业模式

之间的关系，掌握商业模

式设计和开发的思路，明

确开发商业模式的关键影

响因素。 

 

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 
4 

7 

创业资源与创

业融资 

 

1.认识创业资源 

创业资源的内涵与种类 

创业资源与一般商业资源的异同 

社会资本、资金、技术及专业人才在

创业中的作用 

影响创业资源获取的因素 

创业资源获取的途径与技能 

2.认识创业融资 

创业融资分析 

创业所需资金的测算 

创业融资渠道 

创业融资的选择策略 

3.创业融资准备 

不同类型资源的开发 

有限资源的创造性利用 

创业资源开发的推进方法 

使学生了解创业过程中的

资源需求和资源获取方

法,特别是创造性整合资

源的途径，认识创业资金

筹募渠道和风险，掌握创

业资源管理的技巧和策

略。 

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 
4 

8 

创业风险与评

估 

 

1.风险的构成与分类 

系统风险防范的可能途径 

非系统风险防范的可能途径 

创业者风险承担能力的估计 

基于风险估计的创业收益预测 

2.认识创业风险 

 

使学生认识到创业有风

险，但也有规避和防范的

方法。增强学生对机会风

险的理性认识，提高防范

风险的能力。 

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 
2 

9 

创业计划与实

践演练 

 

1.准备创业计划 

创业计划的作用 

创业计划的内容 

创业计划的基本结构 

创业计划中的信息搜集 

市场调查的内容和方法 

论证创业计划的途径 

2.撰写创业计划 

研讨创业构想 

分析创业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凝练创业计划的执行概要 

把创业构想变成文字方案 

创业计划书的撰写和展示技巧 

使学生认识创业计划的作

用，了解创业计划的基本

结构、编写过程和所需信

息等，掌握创业计划书的

撰写方法。 

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 
4 



序号 项目/章节 
课程内容 

授课形式 学时 
知识点 能力要求 

10 新企业的创办 

1.创办企业的筹备 

企业组织形式选择 

企业注册流程 

企业注册相关文件的编写 

注册企业必须考虑的法律与伦理问

题 

新企业选址策略和技巧 

新企业的社会认同 

2.企业设立 

使学生对企业本质、建立

企业流程、新企业成立相

关的法律问题和新企业风

险管理等有所了解，进而

认识到创办企业所必须关

注的问题。 

 

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 
2 

11 初创企业管理 

1.新企业管理的特殊性 

新企业成长的驱动因素 

2.新企业成长管理的技巧和策略 

新企业的风险控制和化解 

使学生了解创办新企业后

可能遇到的风险类型及其

应对策略，掌握新企业管

理的独特性，了解针对新

企业的管理重点与行为策

略。 

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 
2 

12 
企业生存与成

长 

1.创业阶段的主要问题 

2.新创企业生存的法则 

使学生了解在企业生存的

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

问题以及应对措施。  

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 
2 

五、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将学生的需求与特点联系起来，努

力为学生营造学习环境，使学生能够以个体、小组和集体的形式参与其中，并通

过思考和回顾来培养实践技能，然后将这些技能应用到各种环境中。在教学中，

配合使用案例分析、分组讨论、角色扮演、头脑风暴、商业游戏等创新教学方法，

确保学生积极参与整个学习过程。 

1.采用项目教学法，以创业项目为对象、以小组为教学单位，以真实的自

选创业项目组织创业实验教学，围绕创业项目开展真实的市场调查、让学生在实

践中体悟创业真谛。 

2.小班教学，每班 30～40 人，6～8 人一组，小组是创业团队也是创业学

习活动的基本单位，指导与评价按小组展开。 

3.教学手段主要采用线上学习通平台教学，最后辅以线下教师指导。 

六、考核评价 

1.《创业基础》课程考查采用 5 级分制（优、良、可、及格、不及格）。 



2．给予团队分。原则上同一个小组的成员分数相同，特殊情况教师有权做

出调整。  

3．考核内容与标准见表 1。 

表 1   创业基础课程考核内容与标准 

考核  

内容  
比例  考核指标  考核依据  

给分标准  

优  良  可  及格  不及格  

参  

与  

性  

40%  

小组出勤率  出勤记录  100%  95%  90%  85%   

小组参与讨论积极性  每课评比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小组项目论证深度广度  汇报评比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商  

务  

性  

60%  

创业项目的商业价值  最终评比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商业模式的可行性  最终评比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商务计划的质量  教师认定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4．关键控制点  

指导、激励学生走出课堂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关键控制点是： 

（1）按照本课程标准所提供的实践活动，针对课堂讨论的内容开展有效的

社会调查和项目论证活动，使学生尝到创业项目研究的甜头。  

（2）组织各组汇报前一课的社会调查与项目论证结果、感悟和对创业商务

计划的修正等，并作为评价各个小组学习成绩的重要依据，进而形成“没有调查

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课堂文化。 

七、习题 

根据教学需要，本课程在线上学习平台布置不少于 20 道习题，习题作业完

成情况作为评定课程成绩的一部分。 

八、教材 

选用国家级规划教材、省部级以上获奖教材及近三年出版的高职教材。优

先选用高等教育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等影响力较大、信誉良好的出版社出版

的教材。 

主要参考教材： 



《大学生创业基础》，胡龙廷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 

《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第 2 版，王仁伟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