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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大学生的素质，一般都认为是比较高的。这种看法似乎不错。12年基础教

育，加上高等教育，能不高吗？但这话并不全面。因为长期以来，高校教学体系是

服务于专业教育，围绕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段来安排课程和教学的。这

样培养的毕业生还不能完全适应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瞬息变化的市场经济。

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智商还可以，能应付考试，纯技术工作也还能对付；但情商不

高，走入社会不太适应周围的环境。这实际反映了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缺失，大学生

的素养有待提高。

素质的内涵是什么？《辞海》解：素质是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

有基础；人们在实践中增长的修养；在心理学上，指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

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但不能决定人

的心理内容和发展水平。某些素质上的缺陷可以通过实践和学习获得不同程度的补

偿。《现代汉语词典》解：素质是事物本来的性质；素养，心理学指人神经系统和

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因此，所谓素质，应当说，两本词典所解的三个含义兼

而有之。从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看，素质只能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为

遗传所决定；从素养的角度看，素质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发育和成熟起来的，它决

定人的心理内容和心理发展水平，我们更看重后天培养的结果。

20多年来，中央的重要文献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有过多次论述，1993年《中国

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劳动技

能素质、身体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要特别注重人格养成、职业道德和现代文明

修养；文化科学素质要特别注重现代人文素养和现代科技、专业知识；劳动技能素

质要特别注重专业技能和动手能力；身体心理素质要特别注重有健康的体魄、健全

的智力、完善的人格、一定的情商和正确的择业心态。这为我们开展素质教育指明

了一条路径。

与此相关的是1999年高校扩招后，大学生成倍增加，出现了毕业生就业难的问

题。用人单位不但要看所学专业，更注重职业能力。2003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提出，职业技能有三个层次，特定技能1838种，行业通用技能约300种，核心技能

8种。所谓核心技能，系上个世纪70年代初，德国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所长梅腾

斯提出。梅腾斯注意到在西门子等大公司，碰到产品、设备、工艺更新，一部分工

人很不适应，另一部分工人却能较快适应。两部分工人的区别不在于专业技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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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一些重要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这就是核心技能。它是可携带、伴随人终身可

持续发展的、跨职业的基本能力。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归纳的8种核心技能是，交

流表达，数字运算，革新创新，自我提高，与人合作，解决问题，信息处理，外语

应用。我把它释为9种能力：即学习能力；收集、分析和组织信息的能力；分析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他人交流和合作的能力；道德领悟（正直、诚实、责任感）

与自我管理的能力；运用科学工作方法的能力；批判与创新、创业的能力；语言

（母语、外语）沟通与表达的能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力等。不同学者还有其

他不同的归纳方法，但是，主要内容差别不大。培养大学生的核心技能，（也有的

称为关键能力、核心能力），应当成为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把钥匙。

云南新世纪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是去年创办的一个教育服务机构，配合高校教

学改革，围绕培养大学生的核心能力，策划编了这么一本高等院校素质教育和通识

教育读本，把它称为《大学生必备素养》，即不管学什么专业的大学生都应当具备

的素养。高等院校本、专科学生、研究生，都可以作为读本，也适合班主任、铺导

员使用，学生家长也不妨读读，有利于对学生的教育。本书称为读本，各学校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也可以选用作为教材，按内容、分学期安排教学或讲座，作为推进

高校素质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尝试。当然，大学生的职业素质、核心能力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个部门、一门课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政府、社会、学校、

家庭重视、配合；需要学校内部各个部门重视、协作；需要通过对学生各门课程及

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综合、全面、系统地研究，组织实施。这本教材的出版，希望能

对大学生有一点小小的帮助。

杨 崇 龙　

  2012年7月30日

〔杨崇龙：云南新世纪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曾任云南省人大常委、教科

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书记、云南省教育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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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养篇 XIUYANGPIAN

第一节　跨进成人的门槛
——学生角色的重要转换

【背景导入】

“大学——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一进入大学，全新的生活都在等着我

呢！”作为一名大学新生，你一定在这样想吧。的确，大学是与高中截然不同

的地方，它不只是中学的延续或升级，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自成体系的、全

新的人生体验。所以，真的可以说是有全新的生活在等待着你。 

当你跨入大学校门之时，你就从一名高中生，变成一名大学生了。“等

等，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啊？既然大学是与高中截然不同的地方，那么只不过

是度过了一个普通的暑假，我怎么瞬间就变成了截然不同的大学生了呢？我应

该怎样去适应全新的大学生活呢？”没错，你已经意识到了摆在每个大学新生

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角色转换”。 

 一、新起点、新生活、新角色、新航程

大学，作为高中生涯的终点，它更是步入社会的崭新的起点。作为学校和社会

的一个过渡，大学的意义更像是一个港口，它为你提供航行的知识和智慧，为你展

现了一片广阔的海洋，并为航海积蓄必要的能量。更重要的是，它给你指明远航的

方向，让你激起远航的勇气和力量。可以这样说，你的人生远航，是从大学才真正

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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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你做好当一名大学生的准备了吗

怎么样？试着回答一下上面这个问题吧。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个好的起点，对于正要展

开漫漫航程的大学新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刚刚跨出了以高考成绩为最后衡量标准的高中教育，大学的一切显得那么不

同。首先，你已经跨进了成人的门槛，你已经是个“成人”的学生了！而且，你周

围也全都是“成人”的同学。父母不会再整天跟在你的身边操心这操心那，老师也

不会随时“盯”着你做这做那，再也没有人像中学时那样“管”你了。你应该怎么

办？

对于每一个新生而言，最首要的是应该明确自己已经“独立自主”了。你必须

认真思索一下自己作为一名大学生的全新生活：怎么样认识自己的大学生身份，怎

么样理解大学教育的目的，怎么样面对大学几年的生活，怎么样有意义地度过每一

个学期每一周每一天？一句话，怎么样规划自己的未来人生？  

在这里，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在等着你，在评判你，在考验你，因为你的人生，

正把握在自己手里。也正是因为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来限定你，没有“高考”这样的

形式来对你的大学生涯打分，你的大学，才需要你自己做主，开创出只属于自己的

未来。

2.“我荒废了整整一年的时光”

如果要选大一结束时同学们最想说的一句话，那么这句“我荒废了整整一年的

时光”一定位列榜首。

对于突如其来的、截然不同的大学生活的不适应，使得很多同学在大学第一

年茫茫然不知所措。虽然也做了很多，学了很多，但总觉得没有着落，没有走上正

轨。也有为数不少的同学自觉不自觉地成了“逍遥派”，开始了一年无所事事的漫

无目的的“逍遥游”。因此，最后发出了“我荒废了整整一年的时光”这样无奈的

感慨。

喂，喂，作为本书的读者，一年之后，但愿你可千万不要得出这样失败的结论

啊。希望你们可以在本书的帮助下，顺利开启大学生活新的一页。

进入大学第一年，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课少了，自由了。相对高中每周

四十课时以上紧锣密鼓的学习，大学的课时安排显然比较轻松。同时，由于离开家

庭独立生活，少了高考紧箍咒，大学生活的自由度也提高了不少。因此，对这种课

程以外的“真空”状态的不知所措，就是造成“我荒废了整整一年的时光”这样的

感慨的主要原因。

因此，对于一年级而言，明确自己的大学规划、丰富自己的大学体验、探索自

己的人生方向，是帮助新生充实地度过大学第一年的金玉良言。现在就着手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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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惬意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

如果说到什么才是惬意的大学生活，那答案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但新鲜、灵

动、憧憬、有趣味、有意义、富有挑战性，每一步都充满魅力，每一样事物都想尝

试，每登上一级台阶就好像接近了南天门，每转过一个山坳就好像找到了藏金洞，

这应该是每一个进过大学学堂的人的共同感受。大学生活会让你变得青春、美丽、

有知识、有见识、有才干、有涵养、有力量。大学生活像一个奇妙的熔炉，会让你

脱胎换骨，有了观察世界的不一样的眼光；大学生活像经历一场重要的人生洗礼，

经过这场洗礼的人会变得睿智和成熟。

举个例子：当大学毕业后，你遇上了没有读大学的中小学同学，从言谈举止中

你会发现你们之间的明显变化，你会为他们的“沧桑”而感慨，为自己的“新生”

而欣喜；当十年之后，你遇到大学的老同学，你们会一起回忆起大学生活的时光，

有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讲不尽的美好岁月，并且都感谢大学的这几年为你的事业

和生活，埋下了宝贵的种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惬意的大学生活。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几个关键点：首先，惬意的大学生活是充实的，在这里，

你过得丰富多彩，有所得，有所悟，有所获，在拼搏中留下了你坚实的脚印。其

次，惬意的大学生活是美丽的，你经历着美好的青春，丰富的情感，你对未来充满

理想，你的天空闪耀着浪漫的星辰，你敢爱敢恨，你结下一生的友谊。再者，惬意

的大学生活是扎实的，你在这几年中的所学所识所知所长，积累了一生的财富，无

论是事业还是生活，无不受到你这几年扎实学习、踏实前进的益处，你用自己的汗

水，浇筑了美好未来生活的基石。

大学并不是一个终点，它更像是一个起点，一个港口。人生的远航纵将波澜万

丈，在港口的悉心准备是必不可少的。港口的大小不会决定你航行的距离，但铸造

出万里航船的工程却已然开始。在未来的时间里，你将学到什么知识，遇到什么困

难，交到什么朋友，经历何等冒险，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切都等着你一一体会，

年轻的朋友们，当你们为了理想并肩而立，彼此帮助携手共进时，未来的世界，属

于你们。

跋涉每一条河流，

翻越每一座山峰。

跟随每一道彩虹，

寻找属于自己的梦！

 二、重新认识自我

大学生角色的转换，最重要的部分，在于重新认识自我。什么叫重新认识自我

呢？简而言之，就是要明确自己的大学生身份，审视自己的人生理想，进而发掘自

己的潜在能力，开拓自己未来无限的可能。



4

必
备
素
养

D
A

X
U

E
S

H
E

N
G

 B
IB

E
I S

U
Y

A
N

G

大
学
生

4

必
备
素
养

D
A

X
U

E
S

H
E

N
G

 B
IB

E
I S

U
Y

A
N

G

大
学
生

对一名大学生而言，认识到自己已然跨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这一点非常

重要。这其中包括了年龄上的增长、未成年到成年人的跨越、学习和认知层次上的

不同、理想与心智的成熟、社会向你敞开了大门和开启自主把握人生的机遇等几个

关键点。

1.“我是谁”——在更高层次上认识自己

有效的重新认识自我的方法，便是当自己独处的时候，试着回答“我是谁”这

个问题。

抛开哲学意义上“我是谁”的形而上的拷问，现实生活中对于这个问题的解

答，一般而言，是一个对过往记忆和既有经验进行重新审视的过程。比如说，你可

能回答出:“我是某某家的儿子/女儿”，“我是某某学校的学生”，“我就是我自

己”，“我是过往的各种经历造就的结果”——“不，我已是一个不能再依赖别人

活着的即将挑起家庭和社会责任的成年人”。所涉及的答案，几乎都是对于过往记

忆及既有经验的一种梳理。

这样的回答，能够帮助自己对于过往的人生经历进行重新考量，也有助于认识

自己的得失，明确自己的方向。

我们不妨借用精神分析心理学派的人格三结构说来重新认识一下自我。精神分

析心理学派大师、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他的弟子荣格，共同构建了“本我、

自我、超我”的人格三结构。在这个理论体系中，遵循着快乐原则的“本我”，代

表着人格中所潜伏着的原始欲望、本真状态和自然诉求；而遵循道德原则的“超

我”，代表着人格为社会及理性所期待的人生价值、崇高取向及自律自强；而遵循

现实原则的那个“自我”，就是夹在“本我”和“超我”之间的那个现实的，活生

生的，在原始欲望和崇高取向之间不停博弈，不停成长的“自我”啦。

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一方面制定了远大高尚的理想，明确有效的目标，

又常常因为贪玩贪睡的普通欲望，而一次又一次地遗憾，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呢。了解

了现实的“自我”是什么样的，是不是让你在找到自我平衡的同时，更了解“理想”

和“欲望”的区别了呢？那么，在这个层面上追问“我是谁，我的人生意义是什

么”的时候，你能不能给出更明确的答案，及进一步实现理想的具体步骤了呢？

换而言之，我们是不是能重新换一个角度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既然

刚才提到，我们的回答是依靠过往的记忆和经验来回答，那我们也可以反其道而行

之，试着回答“我未来会是谁”，也就是“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这

样，可以帮助大家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审视自我，审视自己的大学生活，审视自己的

理想，审视自己未来的人生。

2.“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

近些年在世界各地开始流行起来的成功学成为了大学生们喜闻乐见的读物。同

学们希望通过阅读这些关于成功及成功人士的研究探讨，寻求到自己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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