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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摇 摇 言

引摇 摇 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高

涨,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 在此背景下, 为了

满足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高等教育的模式向多样化发展, 中等

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为了解决好中等教育

与高等教育的衔接问题, 大学一年级教育的重要作用突显出来, 在

这种背景下从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的衔接视角对中美大学一年级教

育进行深入的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 目前重视 “大学一年级教育冶 已成为全球共识, 欧美、

日本等先行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 均采取了强化 “大学第一

年教育冶 (First Year Experience, 以下简称 FYE) 政策和措施。 截

止到目前为止, 美、 加、 澳、 新 (西兰)、 英、 日等 30 多个国家已

经先后实行了 FYE。 大学一年级教育研究是世界各国进入高等教育

大众化阶段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如何使大

学一年级学生完成从高中生到大学的转变, 适应大学学习生活, 近

年来, 世界各国出现了有关 FYE 的实践做法与理论探讨。 该问题

的研究不仅是一个实践课题, 更是涉及大学的职能定位以及大学与

高中有效衔接的重要理论课题。 本课题的研究直接关系到中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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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等教育衔接, 是高等教育体制中高度关联的战略问题, 更是评

价教育体制设计水平高低与优劣的标志性问题, 是对高校创新型人

才培养的有益探索。

本书主要对中美大学一年级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 总结美国高

校大学一年级教育实施的经验和教训, 分析我国大学一年级教育中

存在的问题, 提出我国大学一年级教育的新模式, 为促进我国高等

教育与中等教育有效衔接, 推动我国高校探索大学一年级学生教育

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对于我国高校大学一年级教育的

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的中美大学一

年级教育研究是一个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研究

课题, 是介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更侧重于应用研究的课题。

它不仅可以丰富比较教育学的研究领域, 而且可以为我国大学一年

级教育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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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 大学一年级教育的概述

第一章摇 大学一年级教育的概述

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的中美大学一年级教育研究是一个既

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是介于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之间更侧重于应用研究的课题。 它不仅可以丰富比较教

育学的研究领域, 而且可以为中国高校大学一年级教育提供理论支

持和实践借鉴。

摇 一、 研究意义

摇 (一) 学术价值

从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的衔接视角对中美大学一年级教育进行

深入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目前, 重视 “大学一年级教

育冶 已成为全球共识, 欧美、 日本等先行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

家, 均采取了强化 “大学第一年教育冶 (First Year Experience, 以

下简称 FYE) 政策和措施。 截止到目前为止, 美、 加、 澳、 新 (西

兰)、 英、 日等 30 多个国家已经先后实行了 FYE。 大学一年级教育

研究是世界各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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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如何使大学一年级学生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转

变, 适应大学学习生活, 近年来, 世界各国出现了有关 FYE 的实

践做法与理论探讨。 大学一年级是新生从高中进入大学的重要转折

期, 这一时期, 既是学生人生的关键转折点, 也是学生将来能否学

会学习、 学会生活、 学会面对挑战、 成功走上社会, 成为对社会有

用人才的关键时期。 对于这些刚刚走入大学的新生而言, 他们具有

饱满的探索热情, 充满对知识的渴求和欲望, 但是面对新的环境,

又产生了或多或少的焦虑情绪, 表现出茫然和不知所措。 能否有效

地进行大学一年级教育, 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影响学生能否顺利实现

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变, 尽快融入大学生活, 健康快乐地成长成才。

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大学一年级教育进行深入的研究, 中美高校

FYE 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一个实践课题, 更是涉及大学的职能定位以

及大学与高中有效衔接的重要理论课题。 有助于我们寻求大学一年

级教育的有效的解决方法, 加强和优化我国大学一年级教育的实

效。 可以说, 本课题的研究不仅直接关系到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衔

接, 是高等教育体制中高度关联的战略问题, 更是评价教育体制设

计水平高低与优劣的标志性问题, 是对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有益

探索, 为此, 本书对中美大学一年级教育的研究, 将有助于我们更

加清晰地认识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中大学一年级教育的重要作

用,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摇 (二) 实践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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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 在此背景下, 为了

满足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高等教育的模式向多样化发展, 中等

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为了解决好中等教育

与高等教育的衔接问题, 大学一年级教育的重要作用突显出来。 据

相关的研究显示, 当前我国大学一年级学生普遍存在着自主意识薄

弱、 学习目标不明确、 心理调节能力差、 独立生活能力不强等问

题, 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在于大学一年级学生

从中学进入大学这个新的环境, 由于中学与大学的教学方式、 学习

方法、 时间安排、 目标定位、 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不同, 而表现出来

的对于大学环境的不适应; 另一方面在于我国目前开展的大学一年

级教育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 仅仅限于入学后的集中的

军训和校规、 校纪、 心理健康教育等短暂而集中的教育内容, 存在

着教育周期短, 缺乏长效性; 教育内容相对单一, 缺乏系统性; 教

育形式过于单调, 缺乏多样性; 教育组织仅仅由学生处负责, 缺乏

专业化的团队等方面的问题, 导致我国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迷茫和困

惑。 本课题对中美大学一年级教育进行深入研究, 总结美国高校

FYE 实施的经验和教训, 总结和分析美国 FYE 的政策措施和实践

模式, 分析我国大学一年级教育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促进我国高等

教育与中等教育有效衔接, 实施中国高校的 FYE 提出政策性建议,

促进本科生教育质量的提高。 通过中美大学一年级教育的比较研

究, 学习和借鉴美国 FYE 的成功经验, 拓展我国大学一年级教育

的内涵, 丰富我国大学一年级教育的内容, 推动我国高校探索大学

一年级学生教育新模式, 为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和教学管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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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经验。 通过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调整和完善我国大学

一年级教育, 建立起符合我国特色和人才培养规律的大学一年级教

育模式, 提升我国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竞争力, 顺应时代发展的要

求, 促进了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方式的发展, 为我国进一步提升大学

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必要的支持。

摇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与评价

摇 (一) 国内研究现状

1郾 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大学新生教育的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大学一年级教育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 90 年代以后。

国内大学面对新生在大学适应新生活出现的问题, 逐渐认识到加强

大学生新生教育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大学新生教育为大学生从高

中顺利过渡到大学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整理, 从研究内容上看, 我

国学者对大学一年级教育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大学新生入学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关于大学新生入学教

育方面的研究, 我国学者们主要从办学者的角度, 阐述了当前我国

大学入学教育的实施、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国内大学的新生入学教

育主要包括: (1) 校史、 校情和校风教育; (2) 学院的迎新教育

和专业教育; (3) 名家讲座活动; (4) 校规校纪教育; (5) 国防

教育; (6) 安全教育; (7) 心理健康教育; (8) 疾病预防知识讲

座; (9) 公民意识教育; (10) 学风教育; (11) 学习生活指导及

·6·



第一章摇 大学一年级教育的概述

入党启蒙教育。 认为大学新生入学教育是新生健康成长成才的需

要, 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淤 针对大学新生教育存在

问题及产生的原因, 学者丁华提出要注重发挥高校共青团的作用和

优势。于 在对策研究方面, 有研究者从辅导员的层面提出建议, 辅

导员要认真对待、 加以研究, 特别是要积极做好困难生评定、 贷

款、 勤工助学等工作, 帮助学生安心完成学业。盂 也有研究者从班

主任的层面提出建议, 认为要通过班会、 下宿舍、 个别交流等方法

给学生比较全面的灌输教育信息榆。 学者冯博雅提出在新生教育方

面, 同辈群体对大学生的思想认识、 学习工作兴趣和效率及个体社

会化等方面具有深刻影响, 提出了 “成长小组冶 与同辈互助工作

模式。虞

二是关于大学新生适应性问题研究。 关于大学新生适应性问题

的研究内容比较多, 涉及学生是否适应问题的研究和分析, 学生不

适应的原因有哪些方面, 如何帮助新生适应新的环境等方面的内

容。 大学新生不适应现象主要表现在学习、 心理、 生活、 人际交往

等方面的不适应。 例如: 学者周锦华提出, 大学新生适应问题产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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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不外乎两类: 一类是成长性危机; 另一类表现为环境性危

机。 前者是内在因素的影响, 后者是外在因素的原因, 两者共同作

用于大学新生时就产生了适应方面的问题。淤 学者彭兰认为, 大学

新生适应性的困惑主要表现为: 为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而困惑、 为奋

斗目标的缺失而困惑、 为学习找不到方法而困惑、 为人际关系难处

而困惑和为生活方式的选择而困惑。于 学者杨新宇提出大学新生适

应教育模式构建可有六种操作模式, 即课堂教学模式、 活动教育模

式、 环境熏陶模式、 榜样示范模式、 角色扮演模式及问卷调查

模式。盂

三是关于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状况方面问题的研究。 很多研究者

通过心理测验和调查问卷来把握大学新生教育的情况, 有针对性提

出对策和建议。 例如: 学者段鑫星提出, 影响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的

因素主要有: 环境变迁、 学业期望、 人际关系、 自我认知、 心理冲

突、 生活事件、 家庭环境七个方面。榆 学者吕素珍根据对武汉地区

部分 2000 级新生的适应状况进行调查, 发现当前大学新生适应的

基本特点是适应能力的差异性、 适应时间的长期性、 适应影响的多

重性、 适应的整体性, 提出了新生教育中应坚持全面性与重点性相

结合的原则、 加强学习指导和专业教育、 开展丰富的校园活动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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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锦华 郾 大学新生 “适应冶 问题探析 [ J] 郾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2003 (9): 74郾
彭兰 郾 大学新生适应期的困惑及引导 [J] 郾 广西高教研究所, 1999 (3) 郾
杨新宇 郾 大学新生适应教育模式的构建与思考 [ J] 郾 中国高教研究, 2004

(6) 郾
段鑫星 郾 影响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的因素探讨 [J] 郾 江苏高教, 2005 (2): 100-

102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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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措施。淤 总体来说, 国内对于大学生一年级教育的研究并没有得

到广泛关注, 没有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仍然停留在大学生新生入学

教育阶段, 宣讲学校的规章制度的层面, 没有以人为本, 关注学生

本身的成长入手, 更没有从高中到大学有效衔接的视角进行研究和

探讨, 国内关于大学一年级的教育问题的研究更多地从心理学角度

出发进行介绍, 大部分的文章只发表在大学的学报等刊物, 也有一

部分关于人际状况的实证调查。 从目前收集的资料来看, 我国国内

关于新生入学教育的研究, 只是侧重于原有新生入学教育模式的研

究, 没有形成系统的关于新生教育的相关理论, 实践方面的创新明

显不足, 对于国外大学一年级教育的研究不是很多。

2郾 国内学者对美国 FYE 的研究

通观我国学者对美国大学一年级教育问题的研究现状, 可以发

现研究者的论著比较少见, 主要散见于一些期刊和论文中。 不过,

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本选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 我国学者

对于美国 FYE 关注的焦点集中在: 一是美国大学 FYE 的发展历程

研究; 二是美国大学 FYE 实施的主要内容、 主要经验和启示研究;

三是美国大学新生研讨课 ( seminar) 背景、 发展、 特征与启示研

究; 四是美国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方面的研究等方面, 下面试

对这几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以综述。

第一, 关于美国大学 FYE 的发展历程研究。 中国教育报 2009

年 9 月 11 日日本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客座教授丁妍撰写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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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第一年教育冶 已成全球共识》 一文, 在国内首次提出强化

“大学第一年教育冶, 认为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 30 多个国家已经先

后实施了 FYE, 并简要介绍了美国 FYE 和日本的 FYE 的发展历程。

长沙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屈林岩、 王向红撰写的 《美国大学 FYE

及其启示》 (2010 年第 11 期发表于 《比较教育研究》) 一文中, 阐

述了美国大学 FYE 的发展过程, 从 1877 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形成的教师指导者制度 (a system of faculty advisors), 到 1889 年哈

佛大学建立的新生指导者委员会 ( a board of freshman advisors),

FYE 运动其实于 20 世纪 70 年代, 80 年代获得发展的势头, 盛行于

90 年代, 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1972 年, 南卡罗莱纳大学校长托马

斯·琼斯 ( Thomas Jones) 在校内开设了新生研讨课 (University

101 Program), 后来发展为国家课程, 加快新生适应性转变。 1986

年全美 FYE 研究中心 ( the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Fresh-

man Year Experience) 成立。

第二, 美国大学 FYE 实施的主要内容、 主要经验和启示研究。

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 (1) 江净帆 郾 美国大学 “第一年教育冶 探

析 [J] 郾 教育与职业, 2011 (9); (2) 屈林岩, 王向红 郾 美国大

学 FYE 及其启示 [J] 郾 比较教育研究, 2010 (11); (3) 韩映雄 郾

美国新生体验计划研究 郾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届硕士学位论文; (4)

夏坤, 沈鹏 郾 新生头年计划: 美国高校入学教育的有效途径———新

泽西大学的个案分析 [J] 郾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2008

(11); (5) 林银玲, 叶信治 郾 新生过渡教育: 美国大学引导学生

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J] 郾 教育与考试, 2013 (2) 等。 这些论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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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主要包含美国大学 FYE 的主要内容、 主要经验的介绍, 对于了

解美国大学 FYE 的实施起到介绍的作用。

学者江净帆在论文中介绍了美国大学 “第一年教育冶 主要内

容, 包括大学学习与生活的融入教育, 大学生涯及未来人生的定向

引导教育, 阅读、 写作与沟通等基本技能的培养, 并在此基础上总

结了美国大学 “第一年教育冶 的经验, 反思了我国大学 “第一年

教育冶 的不足。 学者屈林岩, 王向红介绍了美国大学 FYE 的发展

过程和 FYE 项目的实施, 并从大学外部和支持与保障、 大学自身

的支持与保障两个方面介绍了美国大学 FYE 发展的支持与保障情

况, 最后提出了美国大学 FYE 对我国大学教育的几点启示。

韩映雄在论文以美国的新生体验计划为研究对象, 对美国新生

体验计划 (First Year Experience) 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描绘, 对计划

的内容设计进行了阐述, 对计划的内容根据其属性归为四类, 即入

学服务 (入学管理、 定向辅导活动及宿舍计划); 学术援助 (学术

指导、 辅助教育以及图书馆与信息素养); 课程 (新生研讨班及课

程学习共同体); 课外活动 (服务学习) 等四类, 最后对计划评价

的重点进行了介绍。

学者林银玲、 叶信治认为帮助学生成功是大学的根本使命, 大

学生的第一年经历对他们的成功具有重要影响, 重点介绍了美国大

学形式多样的新生过渡教育, 包括新生入学准备项目 (大学准备之

认识、 暑假课程、 名校直达班)、 新生课外项目 (新生夏令营、 宿

舍联谊会和朋辈引导)、 新生课内项目 (新生研讨课、 新生学习共

同体、 第四小时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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