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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把创

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以创造之教育培

养创造之人才，以创造之人才造就创新之国家。“创

新创业创造”（即“三创”）已然成为我国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青年大

学生作为最具创新创业潜力的群体之一，理应发挥

“生力军”的关键作用，如何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

“三创型”人才成为近年来高校教育改革和人才培

养的热议话题。关于医学院校教育改革和人才培

养，2018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

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启动实施“六

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其中之一就是“卓越医生教育

培训计划 2.0”，强调建设发展“新医科”，从新理念、

新结构、新模式、新质量和新体系五个方面探索“新

医科”内涵式发展，将传统医学教育与新兴、前沿学

科进行有效融合，进而对医学院校培育提升医学生

的创造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本文旨在“新医

科”建设发展背景下，以创新创业教育为抓手，深入

探究医学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提升医学生创造力的

路径，进而有效促进医学院校教育改革和人才培

养，助力“新医科”建设发展。

一、研究模型构建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创新创业教育是一个多

元概念，可根据讲授内容、实施方式以及教育目标

等分为不同类别。例如，瑞典学者 Johannisson［1］从

五个内容层级，即为何创业、如何创业、谁来创业、

何时创业以及使用什么创业对创业教育进行分

类。西班牙学者 Liñán［2］根据创业教育目标将创业

教育分为创业意识教育、创办企业教育、创业动态

性教育和企业家教育。王雁等［3］以中国 20所示范

高校为研究对象，强调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不应

只停留在对知识表面的掌握上，更要注重对学生实

操能力的培养。事实上，2015年教育部印发的《关

于做好 2016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的通知》（教学〔2015〕12号）中不仅要求从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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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聚焦“新医科”背景下医学生创造力提升问题，探究创新创业教育提升医学生创

造力的路径。基于 1 135名在校本科生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理论性和实践性

创新创业教育对于提升医学生创造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理论性创新创业教育更为重要。创

业激情的三个维度，即发明激情、创建激情和发展激情在创新创业教育和创造力之间发挥了重

要的中介作用，且理论性创新创业教育通过激发医学生的发明激情进而提升创造力的路径效果

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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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全国所有高校都要开发开设创新创业教育必

修课和选修课，而且强调要广泛举办各类创新创

业大赛，支持高校学生成立创新创业协会、创业俱

乐部等社团，举办创新创业讲座论坛，将创新创业

理论性教育和实践性教育有机结合起来［4］。创新

创业教育已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

新标牌［5］。

在国内，大学生创业教育问题受到学者们的广

泛关注。现有研究多是聚焦于其对创业意愿的影

响，认为不同类型、不同组织方式的创新创业教育

以及大学生自身创业课程学习的投入均对大学生

创业意愿产生重要影响［6-9］。然而，在创业研究中，

学者们开始关注创业情感，强调创业激情对创业绩

效及新企业成长具有推动作用［10-11］。在此基础上，

创业教育领域相关研究也开始意识到创业教育不

应局限于知识传授，更应关注创业情感，如创业激

情、创业心智、创业灵感等的积极效用［12］。近年来，

学者们已开展了一些有益研究，如崔军和孙俊华［13］

基于大学生样本从创业情感视角探讨了创业教育

对创业心智的作用机制，发现不同类型的创业教育

（创业课程和课外活动）会通过影响创业灵感和创

业激情进而作用于创业心智。张印轩等［14］以接受

过高校创业教育并已就职的“90后”新生代员工为

样本，探究高校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造力的影响，

结果发现高校创业教育会显著提升在企业就职的

大学生的工作场所创造力水平，对大学生创造力具

有滞后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新医科”建设发展背景

下，聚焦医学生群体，探究医学院校创新创业教育、

创业激情和医学生创造力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

具体地，基于先前研究，本文提出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不仅直接作用于大学生的创造力，还将通过影响

创业激情进一步影响大学生的创造力水平，即创业

激情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创造力的关系中发挥

了中介作用。本研究构建的研究模型见图1。

理论性创新创业教育

实践性创新创业教育

·创业激情

·发明激情
·创建激情
·发展激情

创造力

图1 研究模型

二、资料与方法

（一）调研对象

本研究以安徽省某医学院校在读本科生为调

研对象。通过问卷星设计电子问卷，由创新创业课

程授课教师在课间休息时间请学生扫描问卷二维

码完成调研。问卷发放时间为 2022年 4月 12日至

5月 23日，共有1 164人填写，剔除相关题项空缺问

卷，最终有效问卷数量为1 13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为97.51%。

调查对象中，男生 393人（34.6%），女生 742人

（65.4%）。年龄最小为 17岁，最大为 26岁，平均年

龄为（20.42±1.33）岁。家庭所在地为城镇的学生有

517人（45.6%），独生子女320人（28.2%），父母或亲

朋好友中有创业经历（创业榜样）的学生有 696人

（61.3%）。此外，39.2%的调查对象为临床类专业学

生，72.4%的学生为本科一、二年级，78.9%的学生专

业综合排名居于前 60%，56.2%的学生担任过学生

干部。详细情况见表1。

变量
性别

家庭所在地

独生子女

创业榜样

临床类专业

年级

专业综合排名

学生干部

男
女

城镇
农村

是
否

有
无

是
否

本科一年级
本科二年级
本科三年级
本科四年级

前20%
20%~40%
40%~60%
60%~80%
后20%
是
否

人数

393
742
517
618
320
815
696
439
445
690
425
397
184
129
295
287
313
145
095
638
497

构成比（%）

34.6
65.4
45.6
54.4
28.2
71.8
61.3
38.7
39.2
60.8
37.4
35.0
16.2
11.4
26.0
25.3
27.6
12.8
08.4
56.2
43.8

表1 调研对象基本情况 （n=1 135）

（二）变量测量

本文涉及的核心变量包括创造力、创新创业教

育、创业激情三个变量。为确保测量工具的信度和

效度，以上变量均主要借鉴国内外较为成熟的量

表，并采用李克特五点打分法加以测量，其中1表示

“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具体地，因变量

创造力的测量主要借鉴George和Zhou的研究［15］，考

察医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采取的能够体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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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的各种行为，以此间接衡量医学生的创造力水

平，共包括 7个题项，如“我能够制定恰当的计划和

时间安排用于实施新想法”“我能够采取新的途径

达到目标”等。自变量创新创业教育的测量主要借鉴

潘炳超和陆根书的研究［7］，将其划分为理论性和实践

性两个层面，其中理论性创新创业教育包括 4个题

项，考查医学生参与各类线上线下创新创业类课程、

讲座、报告等的程度，实践性创新创业教育包括 3
个题项，考查医学生参与各类创新创业类比赛、社

团组织以及项目路演、夏令营等活动的程度。中

介变量创业激情的测量主要借鉴Cardon等［16］的研

究，从发明激情、创建激情和发展激情 3个维度 13
个题项开展。

此外，根据先前研究，为减少系统偏差影响，本

文还选取了性别、年龄、临床类专业、年级、专业综

合排名、学生干部、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创业榜

样作为控制变量［6，8，13］。其中，年龄为连续变量，性

别、专业、学生干部、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和创业

榜样为虚拟变量。年级和专业综合排名为有序分

类变量，其中，年级为本科一年级至本科四年级，分

别赋值 1~4；专业综合排名为前 20%、20%~40%、

40%~60%、60%~80%、后20%，分别赋值1~5。
（三）问卷有效性检验

使用SPSS26.0软件开展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

以此验证问卷的有效性。关于信度，表 2显示各核

心变量Cronbach’s α值均大于 0.8，说明各变量的信

度较好。此外，根据表2，各核心变量的因子分析结

果显示，KMO值均高于0.7，且相应Bartlett球形度检

验的 P值小于 0.001，累计方差贡献率最小值为

76.497%，说明各变量的收敛效度较好。

此外，由于数据来源和测量环境的同一性，问

卷还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此，本文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探

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33.539%，未达到总变异解释量的40%，说明问卷的

共同方法偏差未对本研究造成严重影响。

变量

创造力
理论性创新创业教育
实践性创新创业教育
发明激情
创建激情
发展激情

Cronbach’s α值
0.958
0.897
0.911
0.944
0.943
0.966

KMO值

0.934
0.811
0.746
0.894
0.839
0.873

P值（Bartlett球形度检验）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累计方差贡献率（%）

80.041
76.497
85.059
81.811
85.428
90.734

表2 各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四）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建立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检验理论性和实践性创新创业教育与

创造力之间的直接效应。根据Baron和Kenny［17］提

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的经典三步法，即第一步自变量

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第二步自变量对中介变量有

显著影响，第三步控制自变量后中介变量对因变量

有显著影响，采用层次回归方法检验发明激情、创

建激情和发展激情在创新创业教育和创造力之间

发挥的中介作用。

三、结 果

（一）直接效应检验

本文构建模型1和模型2用以检验理论性和实

践性创新创业教育对医学生创造力的直接影响。

其中，模型 1为基础模型，仅纳入控制变量，模型 2
加入理论性和实践性创新创业教育变量作为自变

量，结果见表 3。模型 1显示，关于控制变量，性别

（β=0.148，P＜0.05）、学生干部（β=0.245，P＜0.001）、

家庭所在地（β=0.148，P＜0.05）和创业榜样（β=0.142，
P＜0.05）与创造力显著正相关，而专业综合排名

（β=-0.099，P＜0.001）和独生子女（β=-0.154，P＜0.05）

与创造力显著负相关。模型2加入理论性和实践性

创新创业教育变量之后，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R2从

0.042上升为 0.314，说明回归方程可有效解释因变

量创造力变异的水平由 4.2%增加到 31.4%，且理论

性创新创业教育（β=0.413，P＜0.001）和实践性创新

创业教育（β=0.319，P＜0.001）均对医学生创造力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通过比较两种教育类型的

回归系数发现，理论性创新创业教育对医学生创造

力的影响系数更大。

（二）中介效应检验

借鉴中介效应检验的经典三步法，本文使用

层次回归方法进一步检验发明激情、创建激情和

发展激情在理论性和实践性创新创业教育影响医

学生创造力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见表 3。第一

步，自变量理论性和实践性创新创业教育对医学

生创造力的显著影响，已通过模型 2得以验证。第

二步，分别以发明激情、创建激情和发展激情作为

因变量，建立模型 4、模型 5、模型 6用以检验自变

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结果发现，理论性和实践

性创新创业教育对三种创业激情均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且在 3个模型中理论性创新创业教育的回归

系数均比实践性创新创业教育的回归系数大。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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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根据模型 3相关结果，当控制理论性和实践

性创新创业教育变量之后，发明激情（β=0.391，
P＜0.001）、创建激情（β=0.245，P＜0.001）和发展激

情（β=0.410，P＜0.001）均对医学生创造力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且发明激情的回归系数最大。综上，创

业激情的中介效应检验通过。

变量

性别

年龄

临床专业

年级

专业综合排名

学生干部

独生子女

家庭所在地

创业榜样

理论性创新创业教育

实践性创新创业教育

发明激情

创建激情

发展激情

R2值

调整R2值

F值

创造力

模型1
-0.148*

-0.048
-0.009
-0.055
-0.099***

-0.245***

-0.154*

-0.148*

-0.142*

-0.050
-0.042
-6.212***

模型2
-0.064
-0.032
-0.061
-0.054
-0.061**

-0.114*

-0.067
-0.080
-0.120*

-0.413***

-0.319***

-0.307
-0.314

-46.624***

模型3
-0.072
-0.019
-0.110**

-0.011
-0.047**

-0.102*

-0.021
-0.061
-0.011
-0.146***

-0.125***

-0.391***

-0.245***

-0.410***

-0.575
-0.570

-108.272***

发明激情
模型4
-0.068
-0.006
-0.058
-0.027
-0.011
-0.092
-0.095
-0.044
-0.199***

-0.318***

-0.285***

-0.193
-0.185

-24.478***

创建激情
模型5
-0.168**

-0.018
-0.192**

-0.071*

-0.054*

-0.022
-0.028
-0.214**

-0.055
-0.280***

-0.191***

-0.149
-0.141

-17.894***

发展激情
模型6
-0.054
-0.015
-0.060
-0.037
-0.056*

-0.132*

-0.106
-0.132*

-0.097
-0.180***

-0.086**

-0.071
-0.062
-7.838***

表3 回归分析结果

*P＜0.05，**P＜0.01，***P＜0.001。

四、讨论与结论

（一）医学生个体特征对创造力提升具有差异

化影响

本文在统计分析中纳入医学生的人口统计学

特征和其他背景特征，考查了医学生个体特征对其

创造力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来看医学生的个体

特征对创造力提升具有差异化影响。具体地，男生

较女生的创造力水平更高，这与李毅等［18］基于广泛

大学生群体的研究结论一致，但与其相反的是，本

文发现家庭居住地为城镇的学生相比农村学生创

造力水平更高。这可能与教育资源的地域差异性

密切相关。同时，本文还发现，身份为独生子女的

学生创造力水平较非独生子女更低。在学业表现

方面，与郑秀英等［19］基于北京化工大学学生样本的

研究结论一致，本文也发现担任过学生干部以及综

合成绩在本专业的排名越高，越有利于学生创造力

水平的提升。此外，父母或亲属朋友中有创业经

历，即身边有创业榜样的学生，其创造力水平也会

更高。

（二）创新创业教育对创造力提升发挥积极影响

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

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本文将创新创业教育

划分为理论性和实践性创新创业教育两种类型，以

医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发现，医学生在校期间接受

的理论性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性创新创业教育均

有利于提升医学生的创造力水平。类似地，张印轩

等［14］以 266名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并已就职的“90
后”新生代知识型员工为样本，也发现高校的创新

创业教育对创造力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显著提

升大学生就业之后的工作场所创造力。此外，张茂

然［20］基于湖南高校大学生数据也发现大学生主动

参与创新创业教育会显著提升其创造力。进一步

地，在两种创新创业教育类型中，本文发现理论性

创新创业教育的影响更大，对提升在校生的创造力

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这与潘炳超和陆根书［7］关

于高校创业教育与大学生创业意向关系的研究结

论类似，其基于陕西高校学生样本发现理论性创业

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效应大于实践性创

业教育。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教育部要求2016年
起全国所有高校都要开发开设创新创业教育必修

课和选修课，相较而言，理论性课程的覆盖面更加

广泛，教学体系更为成熟，因而对学生创造力的影

响更为深远。

（三）创新创业教育通过激发创业激情进而影

响创造力提升

根据Cardon等［16］的研究，本文将创业激情分为

发明激情、创建激情和发展激情三个维度，分别考

·· 518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5期 总第112期
2022年10月

察两种不同类型的创新创业教育通过影响创业激

情进而作用于创造力提升的路径。结果发现，首

先，理论性和实践性创新创业教育对于激发三个维

度的创业激情均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相较实

践性创新创业教育，理论性创新创业教育对激发三

种创业激情的作用更大，发挥了更为关键的基础性

作用。其次，三种创业激情的激发均有利于医学生

创造力水平的提升，且相较创建激情和发展激情，

发明激情的激发程度对提升创造力的作用更大。

最后，关于创造力提升的路径，理论性和实践性创

新创业教育均会通过激发发明激情、创建激情和发

展激情，进而促进创造力提升。也就是说，医学院

校通过创新创业教育提升医学生创造力的路径是：

理论性/实践性创新创业教育→创业激情（发明、创

建和发展激情）→创造力，且最佳路径为理论性创

新创业教育→发明激情→创造力。

五、启 示

本研究关注“新医科”背景下医学生创造力提

升问题，实证探索了医学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对医

学生创造力的提升路径，对于丰富和拓展创新创业

教育相关研究成果具有一定意义。此外，本研究对

于“新医科”背景下医学院校以创新创业教育助力

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实践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首先，理论性和实践性创新创业教育均应受到足够

重视，且理论性创新创业教育更是提升医学生创造

力的重中之重。其次，医学院校在实施开展理论性

和实践性创新创业教育促进医学生创造力的过程

中，应重视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通过有意识地激

发医学生的发明激情、创建激情和发展激情，达到

提升医学生创造力的效果。最后，在提升医学生创

造力的路径中，理论性创新创业教育→发明激情→
创造力的路径最优，因此，医学院校更应着重通过

实施开展理论性创新创业教育激发医学生的发明

激情进而提升医学生的创造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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