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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承担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需要思考“为谁培养

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而入学教

育关乎“怎样培养人”以及“培养什么人”两个重要问题。

高质量、强效果的入学教育能够让学生有规划有目的地开始大学

生活，树立正确的学业观、安全观、友谊观等，这些关乎高

校学生在校的健康成长及高校的安全稳定。针对“00 后”新群

体，要知己知彼，因材施教。

“00 后”大学生在互联网高速发展和学习生活环境发生剧

烈冲击的背景下，他们具备与其他时期大学生不同的特点。思想

上，他们活跃思维，注重个人诉求及权利的维护，对于新鲜事物

充满兴趣并易于接受但辨别能力较差；独立生活能力及意识上，

新生缺乏集体生活经验，独立生活能力较差，责任感担当意识差，

信息识别、独立思考能力差，抗打击能力差，心灵脆弱；关于大

学生活、学习、自身定位上模糊，刚进入大学的新生，刚刚结束

“重压”下的高中生活，对大学生活“自己想干嘛就干嘛”的憧憬

使其对大学缺少一个准确的定位，对大学生身份也缺乏一个全面、

准确的认知。常常盲目跟从“过来人”，不加辨别的开始大学生活，

而“过来人”的学生质量难以把握；学习态度及学习目标上呈迷

茫状态。高中半封闭、高压的学习管理模式，与开放自由的大学

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新鲜事物增多，如不进行正确引导会出现放

松学习态度的状态。最后，独立性差。他们习惯于家长老师的高

要求，习惯于父母的照顾和庇护，缺少独立自主、独当一面的责

任心，未经历过重大事件，自主决定能力差。

面对新时代背景下的新群体，传统的入学教育已经不能够满

足其成长需求，新时期新的社会背景，高校辅导员充分发挥三全

育人主体地位，结合这一学生群体具备的特点，探索高校针对新

生进行入学教育的方式方法，上好入学第一课。

1　大学生入学教育现状与成因分析

1.1 教育形式单一、实效性差

当前比较常见、传统的入学教育模式多以院校两级开学典

礼、优秀事迹报告会、班会等学生“主听”的被动形式开展，内

容上涉及学校发展历史的爱校荣校教育，包含学生管理规定、班

级建设、奖惩制度在内校规校纪，专业介绍会、安全教育、心理

教育等内容，形式上对于新生而言缺乏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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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时间安排不合理

目前，各大高校将新生的入学教育集中在入学后的前两周或

者大一第一学期。在安排前两周的情况下，内容丰富，除了军训

有整块、足够的时间外，其他入学教育内容均穿插在每天军训之

中，甚至在结束一天军训之后。高密度、大容量的其他入学教育

内容加之军训后的疲惫，入学教育实效性难以保证。而安排大一

第一学期的情况下，新生刚入校阶段，各种事物对他们而言都是

新鲜的，精力集中于兴趣社团，对于没有“吸引力”的入学教育

导致入学教育效果较差。同时大一上学期课业多为基础课程且较

为繁重，学生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接受教育内容[1]。

1.3教育缺乏针对性与深入性

传统的教育方式具有普适性强、针对性弱，内容涉及面虽广

但浅显，缺少深入交流，缺乏学生的参与度与互动性，与00后学

生“猎奇”的思维特点相差甚远，加之入学初期学生问题不明显，

直接导致入学教育实效性难以保证。

2　入学教育内容

2.1爱校荣校教育

爱校荣校教育是入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为了引导大

学生逐渐树立对学校、学院的热爱，树立“今天我以学校为荣，明

天学校以我为荣”的荣誉感与坚定信念。一般情况下，每所高校

的新生都存在对自己学校的不认同或者不满意，认为“别人的学

校”才是理想的学校，进入校园后与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存在落差

导致学生产生心理问题或负面情绪的情形，需要通过有效的爱笑

荣校教育，建立起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爱校荣校教育的内容包

括校训、校史、办学理念、人文精神、发展目标；熟悉学校的硬

件设施，如图书馆、运动场地、教学楼；传播优秀校友事迹，引

导学生树立自豪感和归属感[2]。

2.2专业思想教育

专业思想教育是为了让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有一个清晰明确

的认知，了解专业课程内容、未来发展就业方向、学院师资力量，

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尤其针对调剂来的学生。通过专业教师对

专业进行系统介绍外，还应发挥朋辈群体力量，通过往届学生介

绍专业知识的学习经验和学习体会，优秀校友分享就业方向及就

业体会，让新生更加全方位感受所学习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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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法规校纪教育

“无规矩不成方圆”，法规校纪教育是规范学生在校行为、引

导学生树立遵纪守法道德观念的重要内容。大学新生初入大学校

园，脱离了父母的耳提面命，享受“自由”生活，如不进行规矩

意识教育，会出现校园内外违法违规行为。高校辅导员在大一新

生入学教育时将警示教育做在前，严格校规校纪，维护教学及管

理秩序；要做好安全教育，包括宿舍安全及网络安全，加强学生

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意识，减少学生安全事故。

2.4就业观、学业观、交友观教育

大学生教育是综合性教育，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还应该引

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大学生实行“部分自治”，但在实行自

治之前需要知道“如何自治”，即如何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首先

要有正确的学业观，明确自己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是学生，完成学

业、学好专业知识是最重要，一定不要舍本逐末、出现挂科，乃

至不能毕业。其次要具备正确的就业观，一个人没有目标，大学

四年就会漫无目的，人云亦云。因此职业生涯规划要趁早，在入

学初做好规划，大学期间不断调整修正，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确

定正确的就业方向。最后要有正确的交友观，包含恋爱观。大学

是一个小型社会，寝室关系、与异性交往是重要的社交内容，大

学生要树立正确的恋爱观、交友观，避免因未能正确处理人关系，

出现心理问题等不良后果[3]。

3　三全育人背景下入学教育实效性路径提升

3.1 全方位育人，社会工作助力适应性问题

新时代背景下，大学新生除常见的新生入学适应性问题外，

心理健康问题也日益明显，无论是适应性问题抑或是其他心理健

康问题，可以将这一系列问题与社会工作的相关方法理论结合，

通过专业方法，助力学生健康成长。如，入学后性格内向，不善

于与除室友之外其他同学沟通，可以通过开展兴趣小组，做好活

动环节规划，通过兴趣打开沟通的门；如学习困难学生，可开展

成绩提升小组，通过设置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多次、长时间开

展活动形成合力提升成绩；如遇针对某一事件的心理健康问题，

可通过开展治疗小组，助力形成情感支持系统，积极应对遇到的

问题，增强抗压抗打击能力。当发现个案时，应及时采取个案工

作的相关工作理论和方法，及时关注及时处理，真正做到“助人

自助”[4 ]。

3.2全过程育人，军事训练打磨规矩意识

大部分高校在入学初开展为期两周的军事训练，通过高强度

的训练让学生迅速融入集体，强调规矩意识，养成良好习惯，形

成凝聚力，打破用好军事训练，打造良好班风，树立规矩意识。在

军训期间除日常体能训练外可系统性设计穿插专业教师见面会、

校规校纪警示教育会、优秀学长事迹分享会等内容提升“软实

力”；可以开展歌友会、拉歌、拔河、趣味运动会等娱乐活动丰富

生活的同时加强班级凝聚力建设。军事训练期间是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的重要时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地位、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道路的认同是其中重要的内容[5]。

3.3 全员育人，丰富形式提质增效

开展入学教育的，为保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体应多

样化，且应开展“面对面”的交流与活动，符合人类社会化

的发展过程。于学校而言，学工部做好牵头工作，协调保卫

处、团委、教务处等机关部门做好普适性的爱校荣校教育、法

规校纪教育等教育内容，保证内日用翔实生动、层层递进。学

院层面，学院党委做好协调分工，学工办、学院办公室、专

业教研室各司其职，结合专业特点，有针对性、目标明确的开

展系列工作，做到全员育人。如榜样力量、适应性教育应该采

取深入破冰的形式，建立良好班级、同学关系，为后续班级建

设、心理健康教育打下良好基础；专业介绍会充分利用校友资

源及朋辈群体力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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