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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八个环节”的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实践研究 

巫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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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是确保其顺利过渡并实现角色转变的关键环节。文中从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实际出发，重点

分析新生在环境、心理、交往等七个方面的适应性问题，并通过对比大学与高中差异找到不适应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针对

性提出包括学籍管理、校纪校规、安全引导、心理健康、适应教育、典型激励、学长交流和成绩分析在内的“八个环节”的

具体内容和实施方法，以期为新生大学期间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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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aptive education for college freshmen is a key link in ensuring their smooth transition and achieving role transformation. 
Starting from the practical work of student education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adaptability 
issues of freshmen in seven aspects, including environment, psychology, and communication.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high schools, the reasons for the maladjustment problems are identified, and targeted "eight links" including student 
status management, school discipline and rules, safety guidance, mental health, adaptation education, typical incentives, senior 
communication,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freshmen during their university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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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学时期是个人身心发展、知识储备、能力提升的重

要阶段
[1]
。大一新生进入大学后，面临着生活模式、方向

目标等各方面的转变，若不及时加以引导和调控，容易出

现适应性问题，进而对个人发展、校园的和谐乃至社会的

稳定产生不良影响。在此背景下，对大学新生进行适应性

教育，提升其新环境下的适应能力是高校教育的重要课题。

适应性指当个人在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努力通过个人所

处环境或自身，使个人与所处环境达到相互协调的能力
[2]
。

适应性教育则是通过课堂教育、课后实践、与心理健康教

育相结合、开展网上教育等模式，引导新生尽快适应大学

学习、生活，实现人生新起点上的平稳过渡。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坚持

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实施新时

代立德树人工程”“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

教育”
[3]
。这表明处于“拔节孕穗期”的青少年需要思政

课补钙壮骨、固本培元，也指出面对大学新形势新任务以

及不同时代青少年性格特征上的差异性，思政课更需不断

改革创新、推陈出新。同时，新生适应性教育作为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第一堂课”，其育人效果关乎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关乎高校立德树人成效
[4]
。新生

适应性教育工作更需与时俱进，持续探索创新教育方式，

以促进大学新生顺利实现角色转变，为其大学期间的全面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适应性研究背景 

1.1 适应性教育研究现状 

由于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西方对新生教

育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者主要关注种族差异对心理适应

性的影响
[5]
、性别对适应性的影响

[6]
、特殊人群的适应行

为
[7]
等，从社会心理和社会支持的角度聚焦移民学生、不

同种族学生、残疾或自闭症患者等特殊群体入学后的适应

性问题，并通过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8]
等方法对新生的

适应能力进行评估，从而进行早期干预，预防不良事件的

发生。 

在国内研究方面，随着大学生心理、恋爱、学习等方

面相关不良事件频发，国内对大学生适应问题的研究越发

受到关注。学者们基于心理学
[9]
、教育学

[10]
、社会学

[11]
、

医学
[12]

等不同视角对该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内容大致可分

为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概念研究、教育内容研究、教育存

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三类。但研究主要集中于新生教

育的目的、内容和途径，没有很好的把新生入学教育和思

政教育相关联，思政教育的功能性没有充分发挥
[13]

。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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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旨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视域下，探讨大一新生存在的

适应性问题，并充分利用思政教育强大的育人功能，多层

次全方面地分析适应性问题的产生原因并提出针对性解

决策略。 

1.2 大学新生适应性问题 

北京大学王剑
[14]

认为，大学新生面临价值导向、学业

科研、校园生活、人际关系、情绪管理、职业发展六类问

题，重点在于加强心理适应能力建设。本研究基于高校学

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实际经验，认为大学新生适应性问题以

心理层面为重点，但认知、行为等多维度的适应同样不容

忽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环境适应问题。离开

从小长大的熟悉生活环境，离开可以依赖的朋友、家人，

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环境中，容易产生孤独感和不安。二

是心理适应问题。在高中时期，学生总是对大学生活充满

无数的美好幻想，当来到学校后，如果大学的学习仍充满

压力，规则和秩序也无处不在，或是对所学专业真正了解

后的祛魅，理想和现实的落差极易导致失望和迷茫的心理。

三是交往适应问题。大学有更复杂、广泛、深度的人际关

系，新生在新的社交圈中，缺乏熟悉的交往模式和技巧，

若处理不好容易出现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四是学习适

应问题。高中应试教育向大学自主学习的转变，让新生在

课程选择、时间管理、自主监督等方面面临挑战，易出现

自我评价定位不客观导致的学习适应问题。五是社会适应

问题。大学生活要求学生独立面对社会，处理各种实际问

题，缺乏经验和技能易导致适应困难，且当成绩和就业形

势不好时，学生容易对专业学习和未来发展失去信心。六

是适应短路问题。学生在考上大学后，一时间失去了奋斗

的理想和目标，导致陷入迷茫懈怠、娱乐过度、作息混乱

的状态，难以迅速适应新的学习节奏。七是文化适应问题。

大学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各自的家庭情况也千差万别，新

生之间由于地域文化及习惯习俗之间的差异性，可能会导

致彼此之间的矛盾。 

1.3 适应性问题产生缘由 

大学新生在从高中过渡到大学的过程中，常常面临一

系列适应性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源自外部环境的变化，更

有深刻的教育体制差异和心理认知偏差。高中与大学在教

学模式、学习方式、社会角色以及生活节奏等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这些差异成为了大学新生适应性问题产生的根本

原因。对大学和高中的差异性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发掘

新生适应困难背后的缘由，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 

1.3.1 培养目标不同 

中学教育的目的在于知识和应试能力的培养，最终目

标是帮助学生通过高考顺利进入好的大学，因此学生的成

长往往围绕应试教育展开，侧重知识的传授。而大学教育

的培养目标更加多元化，除了学术知识的深度拓展，更注

重独立思考、创新创造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以期培养具有

综合素质、能够独立工作的社会人才。在此阶段，学生的

专业能力和职业发展规划成为重要的教育目标。 

1.3.2 培养方式不同 

中学的培养教育体系围绕课堂教学进行，老师占据主

导地位，学生的学习内容、进度、方法等由教师统一把控，

学生缺少自主学习和思考的机会。相比之下，大学的培养

方式强调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独立研究的能力，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规

划选择不同的课程。在这种模式下，学生不仅要掌握知识，

还要学会如何学习和如何解决实际问题。 

1.3.3 教育模式不同 

大多数中学教育的教学模式是“灌输式”教学，教师

是知识的传递者，学生作为接收者对知识进行巩固记忆和

习题练习。而大学的教育模式更多地依赖于“互动式”和

“参与式”教学，学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知

识的共同创造者。在大学里，教师不仅传授学科知识，更

通过课堂汇报、小组作业等形式，鼓励学生自主思辨、探

究和讨论，培养其问题解决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1.3.4 教学方式不同 

在中学阶段，教学方法通常包括讲解、练习、考试循

环往复进行，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主导，注重对教材内容的

讲授。进入大学后，教学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大学课程

不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还包括实验、实习、项目设计、

讨论课等形式，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注重培

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而不仅仅是知识的记忆

与应用。 

1.3.5 学习方式不同 

中学时期，学习方式比较简单固定，学生主要通过课

本和作业来学习，学习方式以听讲为主，通过记忆和复习

巩固知识，是被动接受式学习。然而在大学阶段，除了课

堂学习，大还需要通过查阅文献、实验研究、小组讨论、

撰写论文等多种形式来深入理解专业所学。学生的学习方

式逐步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索”。 

1.3.6 管理方式不同 

中学的管理方式偏向于严格和封闭，学校对学生的作

息时间、课外活动、行为规范等方面进行严格的规定控制，

在此背景下，老师和家长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扮演重要

角色。而大学则注重学生的自我管理，学业、生活、职业

规划的主动权和选择权由学生本人掌握，教师、班干部、

校纪校规仅起到督促监督的作用，而不对学生的生活细节

进行干预。 

1.3.7 生活方式不同 

在中学阶段，学生的生活方式相对简单，大部分时间

在学校、家庭之间两点一线进行，生活的自主性较差。学

校和家庭会为学生安排大部分日常事务，包括吃饭、作业

和休息等。大学生活则截然不同，具有极大的多样性和自



 
2025 年 第 6 卷 第 2 期 

74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由度，学生可以选择住校或外宿，在寒暑假期间也可以根

据个人兴趣选择实践项目和实习机会。同时，由于多数学

生是离开家乡，独自去往外地求学，这对于第一次离开父

母庇护、独自生活的学生来说也是较大的考验。 

2 适应性教育“八个环节”举措 

面对入学适应性问题的凸显和入学适应性教育所面

临的困难，研究结合个人十年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经验，

针对当前学生群体的个性特点与教育工作中的实际难点，

提出适应性教育“八个环节”举措，以期为新生顺利融入

校园生活提供有力支撑。 

2.1 学籍管理：规范流程，精准更新 

学籍管理作为新生融入校园生活的第一步，其准确

性和高效性至关重要。为帮助新生顺利过渡，学校需从

源头抓起，明确并执行严格的学籍管理规定，确保信息

的录入、更新、核对及档案管理等各个环节均得到有效

监控。通过构建完善的学籍档案管理流程，利用信息化

手段（如学籍管理系统）实现学籍信息的动态管理和实

时更新，确保学籍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同时，建立

学籍问题快速响应机制，针对学籍异动、信息错误等问

题，及时进行处理和纠正，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并结

合专业培养目标方案，引导学生合理规划修课计划，明

确学习目标，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为大学

阶段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2 校纪校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校纪校规作为学校行为规范体系的核心，对于维护校

园秩序、保障学生权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为深化新生对校纪校规的理解和认同，学校可以

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举措进行宣传和教育，如组织新生

参加校纪校规主题班会、专题讲座、知识竞赛，向新生普

及校纪校规的内容和重要性；将校纪校规融入校园文化建

设，通过标语、海报、宣传栏以及新媒体内容等形式，营

造遵规守纪的良好氛围；定期举办校纪校规考试、案例分

析讨论会等活动，引导新生积极参与，以加深学生对校规

的理解和认同，培养自觉遵守校规的良好习惯，从而营造

和谐有序的校园氛围。 

2.3 安全教育：全面覆盖，实战演练 

安全教育是学生管理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应对新生安全意识薄弱的问题，学校需构建涵盖“入学

前-在校-假期-毕业离校”全过程的安全教育体系，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定期开展安全知识讲座、演练和

培训，内容涵盖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防火安全、交通安

全、生活安全及心理安全等多个方面。特别针对个人信息

保护、网络安全等新型安全问题，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模

拟诈骗场景等方式，提升学生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同

时，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和预警机制，确保突发事件得到

及时、有效的处理，从而保障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 

2.4 心理健康：关注日常，个性辅导 

心理健康教育对大学生终身发展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特别是对于刚步入大学的新生，由于内心期望与现实会产

生一定程度的落差，面对陌生的校园环境，不熟悉的同学，

内心的焦虑就会显露出来
[15]

。学校应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普

查，建立心理档案和重点关心对象台账，通过明线+暗线、

线上+线下的方式关注学生的日常心理状况，及时发现并

干预异常行为。同时，普遍开展心理辅导讲座、团体辅导、

个体咨询等活动，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认知和心理调适能

力。针对有心理健康问题困扰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心理

咨询服务和危机干预服务，确保学生的心理健康得到及时、

有效的关注和支持。 

2.5 适应教育：多元引导，个性规划 

为帮助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学校应组

织多元化的适应教育活动。通过参观校园、了解学校历史和

文化传统等活动，帮助新生融入大学环境并增强情感认同；

通过师生交流会、学长学姐经验分享等活动，促进新生与老

师、学长学姐之间的沟通交流；通过开展主题鲜明的实践活

动，如素质拓展训练、体验式培训等，通过活动启发学生、

锻炼学生
[16]
。同时，针对新生的职业规划需求，提供个性化

的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服务，帮助新生明确学习目标和发展

方向。对于个别适应困难的学生，提供心理辅导和帮扶服务，

确保其顺利度过适应期，顺利开启大学生活的新篇章。 

2.6 典型激励：树立榜样，引领成长 

典型激励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塑造正确的价

值观、提升综合素质。学校可以通过宣传师者、同辈等先

进典型的学术成果、社会实践、公益活动等事迹，激励大

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关注社会问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人生观和世界观；通过邀请专家学者、优秀学生干部、优

秀毕业生和校友等回校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人际交往技

巧、成功经验和职业规划建议等，为新生树立榜样和标杆，

激发内在动力、明确发展方向。同时，通过举办学术讲座、

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为新生提供更多的学习实践机会，

促进其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2.7 学长交流：深度互动，精准帮扶 

搭建新老生交流平台对于帮助新生快速适应大学生

活、建立社交网络、获取实用信息以及促进个人成长等方

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学校可以通过举办讲座、座谈会、茶

话会、工作室交流、一对一结对子帮扶辅导等多种形式，

促进新老生之间的深度互动和交流，增强新生对学校的归

属感和认同感。可以邀请高年级优秀学生就学习方法、职

业规划、人际交往、团学工作、日常生活等多个方面向新

生传授经验和技巧，促进新生对专业学习的认知和对大学

生涯的规划，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活。同时，针对

有学习困难、适应障碍等问题的新生，提供及时的帮扶和

支持，确保他们顺利度过适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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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成绩分析：精准定位，个性提升 

定期进行成绩分析，通过学业数据深入了解新生的学

习状况和问题所在，定期反馈分析结果，帮助学生了解自

己的学习状况和问题，引导学生制定合理的学习目标和学

习计划。建立台账管理制度，针对成绩波动较大的学生或

存在学习困难的学生，及时了解和掌握具体情况，并为其

制定个性化的教学策略和辅导措施，确保其专业学习能够

顺利进行。同时，建立丰富的学习资源系统，使得新生能

够便捷高效地获取学习信息和知识内容；设立学业奖惩机

制，对学业表现优秀的学生进行表彰奖励，以树立学风典

型；开展学业交流活动，营造新生专业、班级、寝室相互

激励、共同进步的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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