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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尽快适应大学生活是本科新生入学即将面临的首个挑战，是中等教育顺利

向高等教育过渡的关键。 文章采用开放性问卷并结合个体访谈，对本科新生进行了抽样

调查，通过内容分析法以及两步聚类分析，发现他们在学习与职业、资源利用、校园生活、
人际关系、心理 ／ 自我五个主要方面（维度）存在问题，且部分维度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

系。 研究还进一步发现，不同民族、不同生源地（城乡）的学生所面临的问题数量和问题

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在对本科新生进行适应教育时，不宜采取“一刀切”的做法，需
要考虑到个体特征分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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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教育承前启后，是很多人从学习走向工作、从校园走向社会的关键

环节。 本科新生能否更快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直接关系到未来 ４ 年，甚至

整个人生。 然而，高中和大学的巨大差异使本科新生在转换角色的过程中

面临许多困难，或多或少存在不适应的情况，导致成绩下降、厌学弃学、沉迷

网络、不愿与人接触，更严重的可能出现心理疾病，甚至轻生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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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学适应性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 与此相关的几个

常见定义有：（１）“大学生适应”是指大学新生在入学后与周围环境相互作

用、与周围同学和老师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周围

环境和人而获得的一种心理平衡能力，也是大学新生调整自身机体和心理

状态，与其所处环境的要求相符合的过程［１］；（２）“大学新生适应”是指个体

在生活、学习环境发生变化时，通过主动顺应、调控和改变环境，最终达到认

知和情感上的平衡，产生符合外部环境要求的行为［２］；（３）“大学新生适应”
是指初上大学的学生在脱离原来熟悉的环境，进入大学新环境的变化过程

中，根据新环境的要求，积极调整自己的心理与行为，顺利实现角色转换，达
成与新环境的平衡过程［３］。 本文界定大学适应性为本科新生通过调整自己

的心态或行为，适合新环境和新任务的程度。
我国大学生的适应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新一代 ９５ 后大学生的适应性表

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本文将一一给出回答。

二、文献综述

目前针对大学适应性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四类：关于大学适应性问题

的描述与总结、大学适应性的维度构成和量表编制、大学适应性的实际测量

以及大学适应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大学适应性问题方面，孙梦霖［４］ 认为新生在大学适应中可能产生学

习方式不适应、生活环境不适应、人际交往不适应、自我心理不适应四个方

面的问题；黄恒学、陈玲［５］认为新生在大学适应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环境适

应不良、学习目标缺失、人际交往困难、自我认知偏差、安全意识薄弱等；于
晓波［６］通过研究发现，大学新生的适应性问题主要有生活不适引起的恋家

感、学习不适引起的失落感、人际关系不适引起的孤独感、经济压力引起的

自卑感；王才康［７］提出大学新生在资源信息利用、人际关系和学习方面感到

明显的困扰；黄兆信、李远煦［８］ 认为大学新生适应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学习、
生活和心理三方面：学习上动机缺失、兴趣不高、主动性差，生活上作息紊

乱，心理上不自信、承受能力弱。
在大学适应性的维度及其量表编制方面，方晓义、沃建中、蔺秀云［９］ 在借

鉴国外适应性量表的基础上，编制了包含 ７ 个维度（人际关系适应、学习适应、
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情绪适应、自我适应、满意度）共 ６０ 个问题的大学生

适应量表，并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王才康［１０］修订了大学生适应量

表，设置了人际关系适应、专业与职业目标、独立生活、资源信息利用和学习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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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子；卢谢锋编制的大学生适应性量表包括学习适应性、人际适应性、角色

适应性、职业选择适应性、生活自理适应性、环境的总体认同和身心症状 ７ 个

维度［１１］；张忠诚［１２］将大学新生的适应能力分为心理适应、环境适应、生活适

应、健康适应、学习适应和交流适应 ６ 个方面，并探讨了其相互影响的路径。
国外大学适应评价维度和量表的开发方面，应用最广泛的是由贝克（Ｂａｋｅｒ）和
史瑞克（Ｓｉｒｙｋ）于 １９８４ 年编制的量表（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ＡＣＱ），该量表包含学术适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社会适应（ｓｏ⁃
ｃｉ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自我—情绪适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制度依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４ 个维度，共 ６７ 个问题［１３］［１４］。
实际测量大学适应性的文献主要是使用上述量表，对特定的大学生群

体进行测量。 周莉、于生凯［１５］对大学新生的总体适应情况进行了测量，并比

较了女生和男生、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少数民族和汉族学生等不同类别

学生的适应情况；陈飞［１６］对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２０１２ 级新生进行了适应

状况的测量，并比较了不同性别、专业学生适应情况的异同；拜尔斯（Ｗｉｍ
Ｂｅｙｅｒｓ）和克森斯（Ｌｕｃ Ｇｏｏｓｓｅｎｓ） ［１７］ 采用 ＳＡＣＱ 量表，以欧洲部分大学的新

生为样本，进行适应程度的测量和评价。 这类研究客观描述了大学新生的

适应程度。 量表得分越低，说明适应状况越差；维度间不同的得分，则反映

了新生在不同方面适应程度的差异。
在大学适应性的影响因素方面，王建中、吴瑞林［１８］ 通过测量认为，城乡

二元结构的存在，导致来自城市和农村两个群体的大学适应程度具有明显

的差异，甚至表现出较强的对立趋势；毕晨虹、姚玉红、 陈增堂［１９］ 研究了不

同人格特质和家庭人际动力特征对新生大学适应程度的影响；朱凌云、李
健［２０］也做了类似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均支持不同个体特征、不同家庭背景的

新生会表现出不同的适应情况；马库斯（Ｍａｒｃｕｓ Ｃｒｅｄｅ）和莎拉（Ｓａｒａｈ Ｎｉｅｈｏｒ⁃
ｓｔｅｒ） ［２１］在其研究中归纳了影响大学适应的 ８ 个因素： 人口学特征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前期成就（ｐｒｉ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大学经历（ｅｘｐｅ⁃
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自我评价（ｃｏｒｅ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ｔｓ）、性格特质（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ｔ ａｆｆｅｃｔ）、应对方式（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社会支持（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家庭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ｅｎｔｓ）。 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生的分类依据。
当然，学界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如：高飞［２２］ 介绍了美国新生适应

教育的三个途径（新生研讨课、宿舍学习共同体、野外活动），并提出了我国

新生适应教育应该借鉴的经验；高冉、张福珍［２３］ 具体探讨了个案工作、小组

社会工作、社区工作在新生适应性工作中的嵌入模式，并提出新生适应教育

的“班级—院部—学校”三级工作网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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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目前针对大学适应性的研究，一方面更偏重研究者自身的工

作经验总结，严格设计下的实证研究略显不足；另一方面，缺少针对新一代

大学生的具有代表性的测量。

三、研究设计及数据

本研究通过判断抽样选取了某地区 ７ 所综合性大学。 这些学校普遍具

有一定的本科招生规模（每年招收本科生 ２ ５００ 人以上），专业设置涵盖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考虑到本科新生的专业、性别、生源地等因素

可能影响其适应性，为了提高样本的代表性，我们进一步采用配额抽样的方

式，按比例共抽取 ７ 所大学一年级新生 ３０３ 人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并对其

中部分学生进行了个体访谈。 从样本的人口学信息来看（见表 １），样本基本

与 ７ 所大学的新生总体状况相符，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可反映出 ７ 所大学新

生的总体适应情况。

表 １　 样本基本信息统计表

类别 选项 频数 频率

籍贯

东部地区 ９６ ３１．７％

中部地区 １３８ ４５．５％

西部地区 ６９ ２２．８％

户口类型
城镇 ２４０ ７９．２％

农村 ６３ ２０．８％

性别
男 １６４ ５４％

女 １３９ ４６％

民族
汉族 ２６３ ８６．８％

其他民族 ４０ １３．２％

文理科
理科 １７９ ５９．１％

文科 １２４ ４０．９％

对于调查所得数据，我们运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处理。 内容分析法是一

种常用的定性数据分析方法，它以文本信息为研究对象，从文本中的词句推

断出所需的研究信息，通过编码的方式将文本内容进行系统的量化。 这种

方法非常适合处理开放式问卷和访谈所收集的定性数据。
在调查中，我们要求新生把自己在大学中遇到的问题自由列出，不限个

数，并详细询问了被调查者的背景信息。 本次调查开展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此时

新生已经历了一个学期的大学生活，对大学生活已具有初步的感知，因此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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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内容应被视为有效。 为方便统计，对每一个被调查者的文本数据进行了

整理，并编制了编码卡，编码卡上记录了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及其在大学适

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对访谈得到的数据进行了

编码。 本研究随机抽取了 ３０ 份编码卡进行预编码，对大学新生可能面临的

适应性问题进行归类，并根据出现的主题词进行编码；在正式编码时，反复

对编码表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在编码表的表述上，我们选择了出现频率较

多、词义指向较明确的词语，以提高编码的信度和集中程度。 借鉴了贝克和

史瑞克以及我国方晓义等学者研究的成果和本次编码结果，我们将大学新

生存在的适应问题分为学习与职业适应、资源利用适应、校园生活适应、人
际关系适应和心理 ／自我适应五个维度。 学习与职业适应是指新生的学习

和职业规划方面的适应情况，包括学习态度、作业完成、努力程度、课堂表现

等；资源利用适应是指新生的时间利用和校内硬件设施的利用情况；校园生活

适应是指新生在独立面对集体校园生活中的适应情况；人际关系适应是指新

生在新环境下与人交往方面的情况；心理 ／自我适应是指新生在新环境下心理

认知的变化情况。 有 ２ 位编码人员对编码卡进行独立编码，并有 １ 位编码人员

在 ２０ 天后对编码卡进行重新编码，以保证本研究的信度①。 结果表明，编码

者之间的信度为 ０．８７８，编码者信度为 ０．８９７（后文数据分析时，当 ２ 位编码者

出现不一致时，以第三次编码结果为准）。 一般认为编码信度在 ０．８ 以上是

可以被接受的［２４］，故本次编码信度很高，可用作接下来的分析（见表 ２）。

表 ２　 编码信度

总信度 学习与职业 资源利用 校园生活 人际关系 心理 ／ 自我

编码者之

间的信度
０．８７８ ０．８７７ ０．８７２ ０．８９３ ０．９０６ ０．８６６

编码者

信度
０．８９７ ０．８５７ ０．８６６ ０．９２０ ０．８４８ ０．８８７

三、研究结果

（一）大学适应性的五个方面和具体问题

表 ３ 反映出本科新生在适应过程中产生问题的分布情况。 从整体上看，
每个学生面临的不适应问题平均为 ３．２ 个，平均涉及 ２ 个维度。 出现问题最

① 信度 Ｒ＝ ２Ｃ１，２ ／ （Ｃ１＋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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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是学习与职业适应维度，相关主题词出现的频率达到 ７２％（即有 ７２％的

受访学生存在学习与职业适应方面的问题）。 接下来依次是资源利用适应维

度（５８％）、心理 ／自我适应（３７％）、校园生活适应（３１％）以及人际关系适应

（２９％）。 可以看出，学习与职业上的不适应是困扰本科新生的最主要问题，
这一结果与李晓彧等人［２５］的研究结果一致。 具体表现为：课程内容新、难度

大、科目多、压力重（４１％），比较典型的表述为“我本以为会像高中老师说的

那样，上了大学就轻松了。 但没想到（大学）课程内容是我从未接触过的领

域，感觉比较艰深，难以理解，学习起来压力很大”；在资源利用方面存在着

差异化的问题：一些人认为自己有太多可以自由安排的空余时间，从而产生

不适应（２３％）；有些人却认为可支配的时间很少，大量的课余时间都被社团

活动、课外讲座、兴趣比赛等活动占据，难以适应（３７％）；在心理 ／自我适应

方面，新生最大的困扰是时间安排，面对学习、实习、社团、娱乐等多种选择，
感到无所适从（２４％）；在校园生活适应方面，“生活懒散、无规律”“独立生活

困难”“生活设施不适应”三项出现的频率较为均衡；在人际关系维度方面也

存在明显差异化的回答：如 １８％的新生认为大学交友范围很广，朋友很多；
而 １１％的新生认为自己交友困难，缺乏朋友，感到孤独。

表 ３　 新生在大学适应过程中产生问题分布表

维度（编码） 出现频率 核心表述（编码） 出现频率

学习与职业适应

（Ａ）
７２％

课业压力大、任务重（Ａ１） ４１％

对职业迷茫，无方向（Ａ２） ２２％

自主的学习方式不适应（Ａ３） ２８％

学习效率低（Ａ４） ７％

资源利用适应

（Ｂ）
５８％

空余时间太多，不会安排（Ｂ１） ２３％

社团活动太多，过于忙碌（Ｂ２） ３７％

图书馆等空间资源不会使用（Ｂ３） １３％

校园生活适应

（Ｃ）
３１％

生活懒散、无规律（Ｃ１） １４％

独立生活困难（理财、基本生活技能）（Ｃ２） １３％

集体生活不适应（宿舍等）（Ｃ３） １０％

人际关系适应

（Ｄ）
２９％

人际交往圈子众多，但感情不深（Ｄ１） １８％

没有朋友，感到孤独（Ｄ２） １１％

心理 ／ 自我适应

（Ｅ）
３７％

没有自制力（Ｅ１） １７％

没有目标，空虚感（Ｅ２） １５％

面对众多选择，无法决定（Ｅ３） ２４％

注：核心表述出现频率＝出现该表述的人数 ／ 总人数；维度的出现频率 ＝出现该维度问题的学生

人数 ／ 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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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源利用维度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一般解释为，丰富的校园活动可

以让新生更好更快地融入大学生活，但过多的集体活动也可能导致新生可

支配的自由时间过少，反而产生不适应的问题。 对于人际关系维度上的差

异，一般认为，由于地域（东西部）、城乡等因素的差异，经济水平发达、教育

水平发达的地区更易处理好人际关系。
调查数据还显示不同维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见表 ４）。 主要是学

习与职业适应维度与心理 ／自我适应维度、资源利用维度与校园生活维度、
人际关系维度与校园生活维度分别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如果在学习与职业

适应维度存在问题，很容易导致心理 ／自我适应维度也产生问题。 由于教育

资源分布不均衡，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可能更难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久
而久之容易演变成一种心理层面的学习障碍。 不能有效利用校园的硬件资

源，常常导致学生难以真正开始独立的校园生活；反过来，从“唯高考论”的
高中封闭环境切换到“多元化”的大学开放环境，常常导致学生不能主动和

有效地利用校园资源。 如果学生存在人际关系问题，交不到朋友、感觉孤

独，往往也存在不适应校园集体生活的问题。

表 ４　 大学适应性维度间相关性检验

学习与职业适应 资源利用适应 校园生活适应 人际关系适应 心理 ／ 自我适应

学习与

职业适应

１

资源利

用适应

－０．０５０
（０．３８７）

１

校园生

活适应

－０．０７８
（０．１７４）

０．１２６∗

（０．０２８）　
１

人际关

系适应

－０．１０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４７
（０．４１５）

０．２６４∗∗

（０．０００） 　
１

心理 ／ 自
我适应

０．１３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３）
０．０４９

（０．３９５）
－０．０３７
（０．５２２）

１

注：括号前为相关系数，括号内为显著性水平；
∗为相关性在 ０．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
∗∗为相关性在 ０．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

（二）大学适应性的现实特征

已有文献表明，由于生活经历、家庭基础、经济因素、户籍类型不同，大
学生面临的适应性问题也不同。 因此，我们按照被调查者的个人特征进行

聚类分析，探讨不同类型大学生表现出的适应性特征。
由于分类变量中存在非连续变量，采用 ｓｐｓｓ 中聚类分析的两步聚类法

对被访者进行分类。 周莉、于生凯［２６］ 在其研究中表明，不同专业（学科类

别）的学生在大学适应性水平上的差异不显著。 因此，我们先将籍贯、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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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性别、民族四个变量纳入聚类分析模型中，模型拟合出 ５ 个集群，集群

品质大于 ０．５，但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籍贯”变量的取值在 ５ 个集群中基

本处于随机分布的情况，说明该变量并未作为集群分类的主要依据。 在剔

除该变量后，再次进行聚类分析，模型拟合出 ４ 个集群（最小集群大小为 ４０，
最大集群大小为 １４２），集群品质为优，各个集群情况见表 ５。

表 ５　 聚类分析中各集群情况

集群名称 集群大小
性别 民族 户口类型

男 女 汉族 少数民族 农村 城镇

城镇男生（集群 １） ６２（２０．４％） ６２ ０ ６２ ０ ０ ６２

少数民族（集群 ２） ４０（１３．２％） １３ ２７ ０ ４０ ４ ３６

农村户籍（集群 ３） ５９（１９．５％） １４ ４５ ５９ ０ ５９ ０

城镇女生（集群 ４） １４２（４６．９％） ０ １４２ １４２ ０ ０ １４２

不同集群所面临不适应问题的数量以及维度数量如下：城镇男生平均

面临 ２．３９ 个适应性问题，平均涉及 １．９７ 个维度；少数民族学生平均面临

３．２８ 个适应性问题，平均涉及 ２．６ 个维度；农村户籍的学生平均面临 ４．８５ 个

适应性问题，平均涉及 ３．０３ 个维度；城镇女生平均面临 ２．６８ 个适应性问题，
平均涉及 １．９９ 个维度。 对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６，说明不同集

群的学生面临的问题数量和维度数量都具有显著差异。 同时，方差齐性检

验的显著性水平均大于 ０．０５①，通过检验（见表 ７）。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农
村户籍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面临的问题最多，明显多于城市非少数民族学

生。 性别与大学适应性问题数量的关系不显著，城市男生与城市女生面临

的不适应问题数量和维度数量基本持平。 这就是说，不同类型学生的大学

适应性具有明显的差异，由于城乡发展水平、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农村户

籍的学生和少数民族的学生可能面临更多的不适应情况。 这提醒教育工作

者要更加关注这些类型的学生，并有针对性地予以帮助和教育。

表 ６　 不同集群面临不适应问题数量和维度数量的方差分析

集群 平均数 标准差 标准误

面临不适应的问题数量

（Ｆ＝ ５３．５６６，Ｐ＝ ０．０００）

集群 １ ２．３８７ １．２５９ １ ０．１５９ ９

集群 ２ ３．２７５ １．３００ ６ ０．２０５ ６

集群 ３ ４．８４７ １．２１５ ０ ０．１５８ ２

集群 ４ ２．６７６ １．１７６ ３ ０．０９８ ７

① 不同集群与面临不适应问题数量的方差齐性显著性水平为 ０．２６４；不同集群与面临不适应

维度数量的方差齐性显著性水平为 ０．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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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集群 平均数 标准差 标准误

面临不适应的维度数量

（Ｆ＝ ２０．３９６，Ｐ＝ ０．０００）

集群 １ １．９６８ １．０５５ ３ ０．１３４ ０

集群 ２ ２．６００ ０．９８１ ９ ０．１５５ ３

集群 ３ ３．０３４ ０．８５０ ３ ０．１１０ ７

集群 ４ １．９９３ ０．９３４ ０ ０．０７８ ４

表 ７　 方差分析事后测试

因变量
（Ｉ）ＴｗｏＳｔｅｐ

集群数目

（Ｊ）ＴｗｏＳｔｅｐ

集群数目

平均差异

（Ｉ－Ｊ）
标准误 显著性

面临不适应

的问题数量

集群 １

集群 ２

集群 ３

集群 ４

集群 ２ －０．８８７ ９∗ ０．２４７ ０ ０．００２

集群 ３ －２．４６０ ４∗ ０．２２１ ５ ０．０００

集群 ４ －０．２８９ ０ ０．１８５ ４ ０．４０４

集群 １ ０．８８７ ９∗ ０．２４７ ０ ０．００２

集群 ３ －１．５７２ ５∗ ０．２４９ ４ ０．０００

集群 ４ ０．５９８ ９∗ ０．２１８ ０ ０．０３２

集群 １ ２．４６０ ４∗ ０．２２１ ５ ０．０００

集群 ２ １．５７２ ５∗ ０．２４９ ４ ０．０００

集群 ４ ２．１７１ ４∗ ０．１８８ ６ ０．０００

集群 １ ０．２８９ ０ ０．１８５ ４ ０．４０４

集群 ２ －０．５９８ ９∗ ０．２１８ ０ ０．０３２

集群 ３ －２．１７１ ４∗ ０．１８８ ６ ０．０００

面临不适应

的维度数量

集群 １

集群 ２

集群 ３

集群 ４

集群 ２ －０．６３２ ３∗ ０．１９２ ９ ０．００６

集群 ３ －１．０６６ ２∗ ０．１７３ ０ ０．０００

集群 ４ －０．０２５ ２ ０．１４４ ８ ０．９９８

集群 １ ０．６３２ ３∗ ０．１９２ ９ ０．００６

集群 ３ －０．４３３ ９ ０．１９４ ８ ０．１１８

集群 ４ ０．６０７ ０∗ ０．１７０ ２ ０．００２

集群 １ １．０６６ ２∗ ０．１７３ ０ ０．０００

集群 ２ ０．４３３ ９ ０．１９４ ８ ０．１１８

集群 ４ １．０４０ ９∗ ０．１４７ ３ ０．０００

集群 １ ０．０２５ ２ ０．１４４ ８ ０．９９８

集群 ２ －０．６０７ ０∗ ０．１７０ ２ ０．００２

集群 ３ －１．０４０ ９∗ ０．１４７ ３ ０．０００

不同类型学生所面临的不适应问题也表现出一些特点，我们发现（见
图 １）：城镇学生（男 ／女）面临的问题比较接近，最大的不适应集中在学习和

职业方面，其他维度出现的问题相对较少；少数民族学生的问题突出体现在

学习与职业方面，高达 ９３％的被调查者均存在此类问题；农村户籍学生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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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呈现多元化，资源利用（９０％）、学习与职业（８５％）、心理 ／自我适应（６３％）
出现问题的比重均很高，最普遍的问题出现在资源利用维度。 从各个维度

上看，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与职业适应问题最为突出，高达 ９３％，农村户口

的学生紧随其后（８５％）；在资源利用方面，农村户口的学生面临严重的适应

性问题（９０％），而其他类型的学生在这一维度表现较好；校园生活和人际关

系方面的适应问题，少数民族学生均更加突出；在心理 ／自我适应方面，同样

为农村户口的学生面临更大的适应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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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新生大学适应性结构特征

四、相关建议

因为不同类型的本科新生存在不同类型的不适应，所以在教育过程中

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和“大锅饭”的方式，要加强精细化管理。
从宏观来看，高校应建立“学校、学院、班级、个人”四级新生工作体系，

将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心理咨询老师、班主任、辅导员、学生家长、高年级

学生等相关群体纳入大学适应教育体系，这也是目前大多数高校采取的策

略。 学校应对新生适应状况进行定期的调查，以深入了解新生大学适应情

况，并有针对性地对适应不良学生进行辅导；学院应开展新生大学适应性教

育活动，帮助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班级应发挥班主任、辅导员和班干部

的力量，定期与新生进行深度辅导，了解新生大学适应的最新动态；新生个

人应主动寻求朋辈互助，主动向老师、高年级学生寻求帮助，以便更快融入

大学生活。
从微观来看，在学习与职业适应方面，开设新生研讨课 （ ｆｒｅｓｈｍａｎ

ｓｅｍｉｎａｒ）是行之有效的适应性教育途径，以学生提问为主要方式，探讨的内

容不仅是学术领域，还包括学习方法、职业规划等各种领域。 在资源利用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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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方面，高校应着重关注新生在时间管理方面的问题，开设时间管理的讲

座、经验分享会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以帮助新生更好地管理和安排自己

的时间；同时，加强对学校资源的使用培训，如制定图书馆使用手册、多媒体

教室使用手册，开展资源使用培训会等，以帮助学生更便捷地利用学校资

源；提升新生教育活动的质量，减少“重形式、轻内容”的讲座和培训。 在校

园生活适应方面，进一步优化校园环境，改善学生的住宿条件、食堂条件等；
同时，更加关注对新生基本生活技能的培养教育（如在财务管理方面）。 在

人际关系适应方面，学校应关注不同类别学生面临的不同问题，有计划、有
针对性地进行辅导和干预；建立朋辈互助机制，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更能

创造人际交往的良好氛围，促进新生人际关系的形成。 在心理 ／自我适应方

面，应建立多元化的培养方式、构建多样化的发展平台，鼓励新生不断地寻

找自己的目标，自主自立地选择自己的成长路径；鼓励不同类型的学生社团

活动，加强学生第二课堂建设，提供多种途径的社会实践活动和文艺体育活

动；建立班主任、辅导员与学生家长的沟通机制，及时反馈新生适应方面的

问题，家校双方共同帮助新生确立大学阶段的目标，帮助新生缓解心理适应

问题。
我们的大学教育工作者要更加关注不同类型学生面临的不同适应性问

题，加强“精细化管理”的理念，将学生分类管理，针对不同类别的学生予以

不同的教育和帮助：少数民族的学生可能在学习上面临突出问题，普遍感觉

无法适应大学开放自主的学习方式和多学科的学习任务，教育工作者应该

更加关注其学习方面的情况；对农村户籍的学生来说，校园硬件设施的利用

和时间安排是其较为突出的两个问题，教育工作者应对此予以更多的帮助，
同时也应重视学习与职业方面的辅导；城镇户籍的学生面临的适应性问题

较少，主要集中在学习与职业适应方面，应有针对性地加以辅导。

五、讨　 论

本文试图通过对来自 ７ 所大学的 ３０３ 份调查问卷的分析，归纳出当代本科

新生在大学适应过程中出现的规律性问题。 研究发现，由于不同的成长环境

和个体特征，大学适应性存在着差异化的结构特征：在同一维度下，如今的本

科新生因其不同的成长环境、家庭条件、个体特征甚至学校经历的不同，在大

学适应性方面存在着差异化的结构特征，即从维度上看，同一类型的大学新生

所面临的各类适应性问题的严重程度是不同的；从类型上看，不同类型的大学

新生在同一维度上也表现出不同的严重程度。 同时，研究还发现在 ５ 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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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但是，各维度间具体的影响程度、因果关系、影响

路径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研究维度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接下来

的研究中，如果发现维度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则我们可以通过干预其中一个或

较少的维度，达到对各个维度适应性问题的控制和辅导。
需要指出的是，本次调查对象局限在一个地区，虽然学生存在足够的多

样性（基于现有的高考录取政策），但选入样本的高校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

相似性（比如地理、经济、文化环境），考虑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是适应性，涉及

学生个体和大学环境之间的一种互动，所以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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