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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高校师范生也同样面临着

巨大的就业压力。高校党建是提高师范生创业能力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首先对高校师范生创

业能力培养的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其次指出了高校党建和师范生创业能力培养之间的内在联

系，并阐述了高校党建对师范生创业能力培养的优势；最后在党的十九大精神引领下，分别从思想

建设、服务意识、工作方式、机制保障等四个途径探讨了高校党建工作对师范生创业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高校党建；师范生；创业能力 

doi:10.3969/ j.issn.1673-9477.2018.04.026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8)04-074-03 

2017 年 10 月 18 日，党的十九大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将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

生多渠道就业创业”。如今高校师范生正面临着严

峻的就业形势。高等师范院校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

求，结合自身特点，把培养具有创业意识、掌握创

业知识和具备创业能力的师范生作为新时期的人才

培养目标，逐步探索适合师范生的创业教育模式，这

些都是当前高等师范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任务。 

高校党组织在高校各项事业发展中起到领导核

心作用。我们要围绕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一根本任务来开展工

作，而这一根本任务，是高校党建工作的着力点和

最终目的
[1]
。我国学者针对高校党建与大学生创业方

面的研究较多，但大多数都是以独立研究的形式进

行，很少将二者融合起来一起研究。 

一、现阶段师范生创业能力培养的现状及原因

分析 

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我国高等师

范院校的创业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依然存

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高等师范院校的发展理念存在偏差 

高等师范院校担负着为地方基础教育培养师资

力量的义务和责任，一直以来都是以提高师范生的

教学技能为培养目标。因此，在实施教育教学过程

中多数侧重于师范生从教素质的教育，培养师范生

的教学技能，既没有与学校整体的教学体系相互融

合，也没有把创业教育课程列入到学校的正常教学

计划当中，由此出现了师范生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

严重脱节的现象。 

（二）师范生的创业意识与行动力不强 

目前高校师范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欲望普遍都

不高，行动力也不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难

以抉择，患得患失。这是因为长期以来高等师范院

校注重师范生的教师技能培养，却忽略了创业知识

的传授，使得绝大多数师范生观念相对保守。许多

师范生打算大学毕业后选择教师职业，追求安稳的

工作。他们甚至会认为创业教育是为将来创业服务

的技能型培训，而且还是非师范专业学生的“专

利”，由此造成他们对创业教育关注不够，最终选

择创业的人数也不多。 

（三）师范生的创业素质缺失 

有些师范生空有一腔创业的热情，却不知如何

将其付诸实践，尤其对创业项目的可操作性和未来

的发展预测缺乏自信与能力。总的来说，师范生的

创业素质培养明显出现缺失，具体表现三个方面。

首先，创业心理品质较差。由于受到成长环境的影

响，许多学生缺乏冒险精神，创业自信心不足，抗

压能力较差，不能准确把握机遇，甚至在机遇面前

摇摆不定，总是担心创业失败会带来不可估算的亏

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宁愿驻足不前，属于典型

的风险规避者。其次，创业能力较弱。 

（四）创业教育的保障机制不完善 

由于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的创业教育开展较晚，

创业教育保障机制仍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

面：一是课程体系不完善。许多高校尚未将创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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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纳入学校的整体教学计划中，只是在“大学生职

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中穿插几个学时进行

简单讲解。二是师资力量不足。创业教育是一门实

践性很强的课程，要求教师既要具备深厚的理论水

平，也要具有一定的创业实践和企业管理经验。三

是在管理体制上没有落实好主体责任，存在多头管

理、主体虚化等问题
［2］

。许多高等师范院校尚未成

立专门的创业教育管理机构来统筹协调教学、培

训、实践、比赛等各项工作，各种资源分散于各二

级学院、团委、学生处、教务处等部门，急需形成

合力；四是实践平台无法满足现实要求。许多学校

因为资金短缺、师资力量不足等原因无法建立足够

的创业实践平台，导致师范生创业实践和技能培训

方面的效果不够显著。 

二、高校党建和师范生创业能力培养的内在关系 

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既是高

校党建的着力点，也是师范生创业能力培养的落脚

点。高校党建和师范生创业能力培养两者之间有着

内在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工作对象和工作目标一致 

高校党建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学生党员，其工作

目标是通过吸收和发展学生党员，通过充分发挥他

们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促使广大学生整体素质的提

升。同样，师范生创业能力的培养对象也是学生，

它的工作目标是培养师范生的创业能力，最终提升

他们的综合素质。总之，无论是高校党建还是师范

生创业能力的培养，两者的工作对象都是学生，工

作目标都是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双方具有一致性。 

（二）工作内容具有互补性 

高校党建和师范生创业能力的培养是当前高等

师范院校各项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彼

此促进，相互影响。高校党建工作内容涵盖思想建

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等，其中思想建设是核心，

工作内容主要是提高学生党员的思想觉悟、崇高理

想信念和良好精神品质。 

三、高校党建在师范生创业能力培养方面的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曾作过重要指示强调：“加强党

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高校党建在

高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和培养人才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师范生创业能力培

养的过程中同样能发挥独特的优势。 

（一）学生党员具有先进性 

高校的学生党员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知识较

为扎实、综合素质较高的群体，无论是学习成绩还

是工作能力都是学生中的领头羊、佼佼者，在学生

群体中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号召力、影响力以及

先进性。学生党员来自学生，服务于学生，是学生

的一员，是学生当中的意见领袖，能站在学生的角

度思考问题。他们在校期间经常会协助老师组织策

划形式多样的活动，在无形中锻炼了他们的人际交

往能力和领导能力，也为他们将来的创业事业奠定

了基础。 

（二）基层党组织具有较强的群众基础 

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

也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相比上级党组

织，基层学生党员更能深入了解众多学生的普遍需

求和发挥在学生群体中良好的人际关系，因而他们

在开展各项工作时更能得到学生的普遍支持
［3］

。因

此，高校要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教育引领作用，

尤其是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推动师

范生的创业工作迈向新台阶。 

（三）高校党建具有思想引领功能 

高校担负着培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毕业生不仅

要具备良好的创业能力和道德品格，更要保证他们

选择正确的政治方向。高校党建要围绕如何去提升

师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发挥高校党建的思想引领

功能、牢牢把握师范生的思想政治方向，并将师范

生的创业工作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力求培养出

符合党和国家政策要求的创业型人才。例如，通过

开展党史学习，把党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

穿到师范生创业教育的全过程，培养学生发扬艰苦

奋斗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坚定不畏艰难的信念，激

发他们的创业潜能。 

四、高校党建对师范生创业能力培养的途径 

（一）加强思想建设，提高师范生的创业意识 

高校党建在培养和提高师范生的创业意识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高校党组织的思想建设

能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通过党组织的宣传教育让

在校师范生树立创业的意识，并有针对性地提高自

身的创业能力，弥补自身的不足。例如，高校党建

部门可以邀请创业成功人士来校开展系列报告会、

经验分享会、学术讲座等活动来引导师范生树立创

业意识。其次，基层党组织能扩大创业意识在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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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当中的覆盖面
[4]
。  

（二）强化服务意识，发挥党员创业工作先锋作用 

高校党组织要不断激发和强化学生党员的服务

意识和主体意识，促使他们在提高师范生的创业意

识和创业能力方面充分发挥学生党员的带头与桥梁

作用，共同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5]
。通过党员引导广

大师范生自觉接受党的教育，忠于党的领导、继承

党的事业，努力提高创业能力，发挥自身的专业水

平，从而组成更多的创业群体。鼓励学生党员积极

参加创业活动，使他们在创新思维、创业意识和创

业知识等方面有足够的积累，并熟悉创业理论向创

业实践转化的具体环节，能够调动和激发广大师范

生的创业热情。  

（三）创新工作方式，提高党组织服务创业的效率 

高校党建工作要突出特色与优势，强化党组织

的职能，不断创新师范生的创业教育形式，并将党

组织服务于大学生创业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思路

有效融入师范生的创业教育当中，从而形成党建工作

与师范生创业教育和发展有机结合的良好局面
[6]
。例

如，组建针对服务师范生创业的党支部或者党员服

务中心，经常开展日常的创业教育、创业政策咨询

和创业实训等活动；创建党建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

来发布相关创业信息，不断推进党建工作的信息化

与网络化建设。 

（四）完善保障机制，夯实党建促创业的工作基础 

高校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党建工作的职责，强化

保障措施，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高校党建工作。一

是要强化组织保障。既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

和社会资源，拓宽渠道，整合资源，为学生搭建优

良的创业平台，还要为有创业意向的师范生成立创

业顾问团队、打造一批兼备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

师资力量，并设立专门的创业基金，在技术援助和

资金投入方面为创业学生提供帮助，减少他们创业

的后顾之忧；二是要强化制度保障。首先，规范创

业管理组织机构和服务机构，统筹协调各部门开展

的创业教育工作，最终形成合力。其次，健全一系

列校内规章制度和法律条例的推广教育，提高师范

生的法律、法规意识，避免他们在创业之初犯错误，

为他们的创业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并提供强有力的

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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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ole of party construction in the cultivation of normal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under the new norm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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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new normality of our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mployment problem of college 

students becomes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Party build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and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of normal students.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reasons of developing the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n points out the inner 

relation between building the party and cultivating the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t las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pirit of 19th National Congres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ltivation of the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four way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service consciousness, working style and 

mechanism guarantee. 

Key words: economic new normal; party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ormal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