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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每年有数百万青年带着期望! 通过高考进入大学" 其中有人
将大学视作升学竞争的终点站! 有人将大学视为开启未来的新起
点! 无论哪一种! 学子们无不对大学生活充满幻想与希冀! 对大
学生活寄托着知识# 成长# 自由等美好的向往"

然而! 当现实取代憧憬! 当喜悦渐渐退去! $大学生活应该
怎么过%& 成为无数大学新生最想得到答案的问题" 大学时光的
重要和珍贵毋庸置疑! 有人在这里从平凡走向伟大! 也有人在这
里因自我堕落而追悔莫及" 因此! 帮助大学新生认识大学教育的
意义! 妥善规划大学生活! 展开精彩的人生新篇章! 是本书的目
的"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篇((( $远方& 的大学! 主要揭
示大学教育的意义和精神) 第二篇((( $亲历& 大学! 涵盖大
学生的主要发展任务! 包括目标的确立# 知识与技能的提升# 情
感与思维的成熟) 第三篇((( $大学后& 时代! 包括大学生对
未来与职业生涯的思考! 引领大学生思考生命的意义与长期努力
的方向"

希望本书能够帮助大学新生了解大学生活! 珍惜大学时光!
加强自我定位! 明确人生方向与发展目标! 合理规划大学生涯!
奠定走向成功的坚实基础"

作!者

"#$%年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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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远方”的大学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所大学，如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春暖
花开的梦。大学承载了人们年少时的幻想与希冀，也寄托着人们
对知识、成长、自由等美好的向往。大学同时是社会进步的培养
皿与催化箱。虽然古今中外对大学的定义并不相同，但都赋予了
大学人类精神世界的美好内涵。《礼记》的《大学》篇，虽然不
在于探讨当今大学之教育，而在于阐述古时君主之必修之道，但
其中“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
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等经典阐述，具有永恒的人
文内涵。而梅贻琦先生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
大师之谓也”的观点，更是深入人心。洪堡更有 “大学的生存
条件是宁静与自由，自由是必需的，宁静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
外在组织即以这二点为依据”① 的论述，类似直击人心的阐释，

都加深了未入大学之青春少年对大学的向往。

虽然众多教育先哲为大学所下定义不同，让大学的一切看起
来十分美好，但这种美好的感觉其实来自对大学的不了解，在真
正走进大学、开启大学学习生涯之前，大学终归属于 “远方”。

阳光洒在脸上，美梦醒来; 理想照进现实，奋进依旧。我们对大
学的一切认识与想象———美丽的校园、博学的教授、奋发的学
子、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人格———都将在我们进入大学之日起，

接受现实的检验。我们要在接受现实的洗礼之后，依然坚守心中
那份本真，勿忘初心。

亚里士多德对人性有一个简单的说法: “人是理性的动物。”

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 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指导实践②。

若要使人们对大学的认识和规划更具有现实意义，使大学时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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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2．

高清海，等． 文史哲百科辞典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



精彩，我们有必要首先分析人们在对大学的认识方面存在的偏
差。虽然人是理性的，但是认识是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产物。如
果感性认识方面的偏差一直作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则人们容易
陷入谬误。大学生应该也必须在“大学是什么”“在大学里学什
么”“读大学有什么用”等方面树立正确认识观，才能形成更加
具有 “正能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而对工作与生活产生
“正反馈”。只有这样，才能让和煦的大学阳光洒在身上，温暖
整个身心。①

4

① 李成智． 大学理念的演变与思考 ［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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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梦里的大学生活

第一章 梦里的大学生活

理想是人生的太阳。
———德莱赛

梦里的大学，也可以称为理想化的大学。在进入大学前，
“理想”一词常常被老师、家长用来激励我们。那么理想是什么
呢? 我们不妨用下定义的方法重新认识一下 “理想”的本来面
目———理想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有实现可能性的，对未
来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向往与追求，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 对现状永不满足、对未来不懈追
求，是理想形成的动力源泉。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想带有一
定的盲目性就具有相应的想象性特征，而对大学的理想化认知，
即具有此特点。

从自然科学的视角来看，动、植物的休眠阶段，恰恰也是其
生命周期中的能量积累阶段。而上大学之前形成的大学认知，其
实存在精神能量的累积与释放效应，这种能量的交换与补充过
程，也是学生心智完善的过程。综合来说，梦里的大学归纳起来
主要存在知识性、情感性、自由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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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孔玉芬．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J］． 科学社会主义，2008 ( 2) ．



第一节 知识的海洋

我国现有本科及以上院校 1000 余所 ( 中央部属院校 100 余
所，地方院校近 700所，民办院校近 400 所) 。本科专业包括哲
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
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 12 个学科门类，92 个专业类，506
种专业。各专业的课程设置更是多样。另外，各本科院校图书馆
平均藏书量超过 30 万册，其中多所大学图书馆藏书量超过 500
万册，且有丰富的网上阅读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就是
“知识的海洋”。①

鉴于知识的开放性，其蕴藏量似乎永远无法达到饱和态。这
在无形之中增加了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度，也增强了人们探求知识
的欲望。对大学这座 “知识殿堂”的向往激励着同学们在中学
阶段努力学习。进入大学之后，同学们对专业与相关课程的选择
自由度相较于高中有非常大的提高，由此引发了更多深层次的问
题，如在大学的知识海洋里，同学们是能畅快游泳还是茫然无
措? 是坚定自己最初选择的专业方向还是举棋不定? 对上述问题
的深入了解和反思，有利于同学们更好地制订个人发展规划。

为了了解同学们在大学期间知识学习方面的主观能动性，笔
者曾经随机抽取了 1000 名大一新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
( 图 1－1) 显示: 有 65%的同学进入大学后依然对大学这片 “知
识的海洋”高度憧憬，然而，也有 18%的同学进入大学后不再
具有主动性学习倾向。

6

①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 ［EB /OL］． http: / /www．
gov．cn /guoqing /2016－01 /21 /content_ 5035105．html．



第一章 梦里的大学生活

图 1－1 大学期间知识学习倾向性调查结果

注: 调查结果为受访大学新生主观评价结果。

以上调查结果反映出不管是家长的严肃告诫还是老师的谆谆
教诲，都没有将知识的扩展性这一烙印刻在所有学生的心里。换
句话说，同学们存在对大学知识广度的普遍性认知，而非普遍性
认可。“认知”与“认可”虽只有一字之差，内涵却相去甚远。

无论如何，知识是人类智慧最重要的构成元素。大学作为最
普遍意义上的知识殿堂这一地位无法动摇，其具有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服务社会这三个功能。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工作; 科
学研究是大学的重要职能，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 服务社会
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功能的延伸。大学的这三大功能相互联
系、不可分割①。知识结构作为大学功能的基础，理应成为社会
各个群体对大学的最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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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陈，崔延强． 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 ［N］． 人民日报，2010 年 12 月 31 日
( 第 7版) ．



第二节 情感自由绽放

上大学之前，多重生活的约束，特别是高考伴生的多重压
力，都在无形之中使青春期男女的情感生活过于单调。但他们的
情感需求不可能被消灭，只是在高强度的考试竞争中被暂时掩
盖。情感需求让位于知识甚至是分数，使得同学们的情感发展远
远滞后于传统知识性认知能力的发展。然而，大学生活自由化以
及目标多样化程度的提升，大学新生的情感体验亦快速趋于丰
富。大学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情感“宣泄”的载体功能。

大学初期，同学们的年龄阶段普遍为青春期末期。在这一特
殊时期，同学们除了具有一般青年人的情绪反应，如喜、怒、
哀、乐外，其知识修养、阅历体验等都使得他们的内心情感世界
更加丰富，更为活跃。但由于传统的学校和家庭教育存在的种种
误区，同学们在情感体验上普遍存在以下矛盾与冲突: 理性化与
情绪化之间的矛盾，个体意识的觉醒与自身形象的迷惘之间的矛
盾，丰富的社交需求与较大的封闭性之间的矛盾，思想上的主动
性与行动上的被动性之间的矛盾，强烈的责任感与弱化的责任心
之间的矛盾等。我们需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些矛盾和冲突本身就
是情感多元化的体现，也是情感多样化发展的基础。同学们在大
学时期的情感迸发体现于多个方面，如进行愉悦健康的社会交际
的情感需要、实现自我的情感需要、满足现代化物质生活的情感
需要、享受新奇高雅文化娱乐的情感需要、提升自我学习求知的
情感需要、学习专业努力成才的情感需要、归属群体得到爱与尊
重理解的情感需要等。

大学新生的情感需求虽然具有理想化特征，但会逐渐趋于成
熟。由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梅耶和彼得·萨洛维提出的 “情商”

8



第一章 梦里的大学生活

概念，包含自制、热忱、坚持以及自我驱动、自我鞭策的能力。
大学时期是情商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对不同情感的认知
与感悟均明显区别于中学时期，而爱情、友情、亲情是所有情感
类型中最具代表性的。当代作家刘心武说过: “人生一世，亲
情、友情、爱情三者缺一，已为遗憾; 三者缺二，实为可怜; 三
者皆缺，活而如亡。”虽寥寥数语，却是对人类情感意义的经典
阐述。亲情、友情、爱情这三种情感都是人类情感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其内涵却不尽相同。

有人认为，亲情是一种深度，友情是一种广度，而爱情则是
一种纯度。只有进入大学，离开父母，同学们才更能理解亲情的
无私与伟大。也正是进入大学后，同学之间的情感交流才变得更
加多样而丰富，带来启发与智慧，且不带有世俗之交的浮华、功
利与虚伪。友情使得同学们独而不孤，可以互相解读存在的意
义。爱情，是情感世界里非常斑斓瑰丽的存在，是人性中最温柔
与最热烈、最细腻与最豪放、最微妙与最诗意的情感。中学时
期，爱情通常被视为禁区，被竭力压制，迈入大学校门，恋爱不
必再遮遮掩掩，爱情终于可以暴露在阳光下。因此可以说，大学
开启了轰轰烈烈的青春爱情体验之门。当然，爱情并非只有浪漫
与幸福，迷惑、伤痛甚至悔恨也往往随之而来。不能否认，爱情
是升华人生的途径。而对于什么是真爱，应该如何看待性，怎样
才能拥有无悔的爱情，如何在爱情中收获成长等问题，同学们也
终会在爱情体验里有所感悟，并最终学会理智地对待爱情。

大学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成长蜕变阶段，而情感的多样化绽
放使得同学们的大学生活充满了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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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广阔天地任遨游

对于大学，同学们的首要认识便是自由。这种自由，既有外

在的，又有内在的。当然，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文明进步都不
是在单向性、一维性、静止性的孤立状态中实现的，而大学的自
然环境系统因素、社会环境系统因素等与中学时期的差异巨大，

同学们只有增强对自己的理性认知，从中学的分数导向、应试导
向学习生活氛围中跳脱出来，才能不断进步。

大学的课业生活与中学的存在很大差异，同学们具有更大的
自由选择权，除去限制性较大的专业课程外，同学们几乎可以选
择所有感兴趣的课程。另外，大学课外生活的天地更是广阔，同
学们的社交圈子也得以快速扩张。中学时期，大家所接触的基本
是自己生活所在地的人群，如在同一个市区或县区，其生活习
惯、风俗人情、传统文化较为一致，进而容易形成地方适应性的
惯性思维。而在大学，同学们来自不同的省、市、区甚至于不同
的国家，不论是生活习俗、思维习惯，还是行为举止，都可能存
在差异。通过相互交流与认识，可以增进个人的社会认知，扩宽
视野，填补思维空白。大学生的人际关系构成主要有以下类型。

·学业需求型: 如与各门课程的老师结成的师生关系，与一
起学习的同学结成的学友关系，与学校各职能部门的关系等。

·心理需求型: 如恋人、铁哥们儿、闺蜜甚至异性知己关系
等。

·地域型: 如宿舍的舍友、同校的老乡关系等。
·志趣型: 如在学业追求、文体生活、业余爱好等方面志趣

相投而结成的人际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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