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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新生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改变他们的角色，为未来四年的大学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本研究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大学新生的引导教育的重要思想，对深圳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进行了调查研究，以提高新生适应

大学生活和学习的能力。研究发现，新生积极参与大学适应性教育活动，对专业学习远见、校园纪律与安全、心理健康等

适应性教育有较高的积极性。在校园理解方面，学校需要改进这方面的适应性教育活动。相关老师在新生适应性教育中的

作为度都很高，全部达到 9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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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在大学教育体制不断改革的条件下，大学
生在刚刚进去大学时往往身心会受到较大的冲击。大学对每
个新生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舞台。大学新生正处于人生转型
的关键时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诸多变化。容易使新生产生
各种矛盾，甚至孤独、失落等各种不良情绪和心理，影响学
习和生活 [1,2]。产生这些问题的核心原因是新生对大学学习
和生活环境的适应性差 [3]。因此，适应性教育引起了各个高
校的重视 [4]。

国外对新生适应教育的研究比国内早，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国外学者就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国外的新生适应教育也
称为新生教育，在中国主要称为入学教育 [5]。做好新生的适
应性教育，首先要了解学生 [6]。在 21 世纪，学生的个性化
越来越大，人生追求也越来越多，这也就导致了新生的适应
性教育，需要根据学生的性格，进行更全面范围更广的个性
化方案，比如不单单是大学的学业，还有跟其他国家之间的
国际化交流合作 [7]。

将新生入学教育设为高校的第一门课程，对提高新生的
思想政治觉悟具有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的
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刚刚进入
校园的学生会对未来充满好奇，正是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的时候，提升自身素质，学好专业特长，为以
后的学习和工作打好基础，报效祖国和社会 [8]。

本研究中，统计了 2017-2019 届深圳大学新生的适应性
教育情况，分析学生在不同适应性教育内容中的获益程度，
并整理了相关老师在新生适应性教育中作为度的数据结果。
为深圳大学以后的新生适应性教育提供更翔实的理论基础。

1、调查内容

由于新生适应性的教育越来越重要，目前已经有很多相关的
研究。研究发现，新生适应性与校园了解、专业学习前瞻、校
园纪律和安全、心理健康这几方面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9-11]。
基于此，深圳大学对 2017-2019 届入学新生的适应状况进
行调查。数据针对全校 20 个学院的全部学生进行采集。

调查试卷内容主要包括新生适应性显著相关的几个方面。
在校园了解方面进行校史校情与校园文化内容采集，在专业
学习前瞻方面进行专业前瞻与就业方向、选课方法与修读制
度、学习方法与工具、创新创业与科研学术实践、考研与留
学准备、国际交流与跨文化学习这些内容的采集，在校园纪
律和安全方面进行学风与纪律教育、校园安全教育这些内容
的采集，最后包括心理健康教育的采集。另外，针对任课老师、
班主任和辅导员在新生适应性指导中的作为度和满意度也进
行了调查。

数据采集基于公正公开自主的原则，利用学生课余时间
进行，学生完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数据填写。

2、调查结果与分析

首先针对新生对适应性调查的知晓度和参与度进行调查，
结果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三届新生对于校史校情与校园文
化的参与度均大于知晓度，2018 届和 2019 届新生的参与度均
超过了 90%，说明刚入校时，新生对于学校的了解欲望是比较
高涨的。校情校史的介绍可以增强学生在学校的归属感，提高
学生对学校的自豪感 [12]。另外，选课方法与修读制度内容有
助于学生完成大学基本的学分和学业，所以这三届的参与度均
超过了 95% 以上。对于国际交流与跨文化学习，在 2017 届的
参与程度是最低的，在 2018 届和 2019 届分别提高 5% 左右，
说明随着国际间交流的增多，对于跨过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校园安全的普及教育，无论是学校和学生
都是非常重视的，三届学生的知晓度和参与度都超过了 95% 以
上。最后，心理健康教育，一直是适应性教育的重点。在本研
究的调查中，学生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是逐届增加
的，在 2019 年甚至达到了 98% 以上。这也非常有助于学生的
心理健康，将精力更多的放在学习和工作上。

表 1：新生适应性调查知晓度和参与度结果

适应性内容
2017 2018 2019

知晓
度

参与
度

知晓
度

参与
度

知晓
度

参与
度

校史校情与校园
文化 82.62% 88.48% 84.96% 90.61% 83.73% 90.59%

专业前瞻与就业
方向 90.58% 87.62% 92.05% 88.67% 90.29% 89.75%

选课方法与修读
制度 91.84% 96.09% 92.89% 96.10% 91.63% 95.62%

学习方法与工具 86.29% 93.48% 89.12% 93.87% 88.72% 94.64%

创新创业与科研
学术实践 91.50% 77.01% 91.40% 81.11% 90.10% 81.62%

考研与留学准备 89.66% 70.75% 90.52% 75.94% 88.69% 79.67%

国际交流与跨文
化学习 91.16% 64.71% 89.90% 70.47% 86.78% 75.18%

学风与纪律教育 93.04% 93.18% 92.96% 93.63% 92.02% 93.91%

校园安全教育 96.87% 96.04% 97.59% 96.16% 97.15% 97.09%

心理健康教育 98.70% 96.02% 99.08% 97.33% 98.93% 98.00%

随后进行了新生对适应性教育的获益度调查，结果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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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可以看出，大部分适应性内容的获益度都是逐届增加的，
并且大多数都超过 90%。说明新生适应性教育对于学生的帮
助效果显著。其中，校园安全和心理健康教育这两项作为学生
安全的重要保障，获益程度最高。校园安全在 2019 届达到了
97.32%，为本次获益度调查的最高值。另外，专业学习前瞻内
容也都是逐届增加的，说明学校对这部分适应性内容的教育工
作很有效果，学生也积极参与教育活动。但是，校史校情与校
园文化的获益度稍有降低，在该部分，学校应当加强教育管理
和引导，提高学生对于学校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表 2：新生适应性教育获益度结果

适应性内容 获益度
2017 2018 2019

校史校情与校园文化 93.56% 92.95% 92.94%
专业前瞻与就业方向 90.60% 92.51% 92.16%
选课方法与修读制度 92.76% 94.12% 94.62%

学习方法与工具 90.48% 92.36% 93.60%
创新创业与科研学术实践 89.24% 89.58% 90.74%

考研与留学准备 86.85% 88.44% 88.39%
国际交流与跨文化学习 86.06% 86.63% 85.52%

学风与纪律教育 92.27% 93.45% 94.48%
校园安全教育 95.92% 96.57% 97.32%
心理健康教育 94.04% 95.48% 96.03%

最后，该调查还统计了相关老师在新生适应性教育中作为
度的数据。包括任课老师、班主任和辅导员的作为度和新生的
满意度。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作为学生学业上的指导老师，认
真负责地帮助学生熟悉大学的学习，完成从中学到大学学习环
境的转变，指引新生建立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以便提高以后
在社会中独自面对工作问题的能力。另外，学习固然重要，一

些集体的文娱活动也是必要的，辅导员应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
比如羽毛球、跑步、歌唱比赛等，增强身体素质，缓解学习压力。
同时，这些活动还能够提高新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协同合作能
力，为以后的工作打好基础 [13]。在本调查中，相关老师的作
为度全部达到 95% 以上，在新生适应性教育中积极引导和帮助
学生完成适应性教育，同时，学生对于这些老师的工作和付出
也是非常满意的。

表 2：相关老师在新生适应性教育中作为度调查结果

相关老师
2017 2018 2019

作为度 满意度 作为度 满意度 作为度 满意度

任课老师 98.64% 97.27% 98.84% 97.72% 98.87% 97.98%

班主任 95.71% 93.77% 96.52% 94.66% 97.06% 95.70%

辅导员 98.03% 96.77% 98.14% 96.96% 98.77% 97.68%

3、结论

本研究对 2017-2019 届深圳大学入学新生的适应性教育情
况进行调查，得出如下结论：

1）新生积极参与大学适应性教育的活动，并在老师的帮
助下更快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和学习。

2）学生对专业学习前瞻、校园纪律和安全、心理健康的
适应性教育积极性更高，校园了解方面则需要学校提高这方面
适应性教育活动。

3）相关老师在新生适应性教育中的作为度都很高，全部
达到 95% 以上，协助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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