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9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引言
《大学生校园导论》是一门为了大学生入校后能够更快适应

大学生活，引导学生正确进入大学生角色的入学教育课程，囊
括了学校发展史、专业介绍、大学生守则及情感指导等多重内
容。该课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旨在帮助大学新生在开学
伊始便将大学生活进行统筹规划，属于入学指南和导航类课程。

《大学生校园导论》课程内容多，与大学生活息息相关，
但在学生经历某些事件前又会觉得说教大于实用，进而导致课堂
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不好。因此制定合适的学时、设置贴切
的案例、保障活跃的课堂氛围及安排丰富的课外活动对于提高教
学效果，达成入学教育的目的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成为创新教
学改革的主要任务。

1  原大学生校园导论课程设置的特点与不足
大学生校园导论原课程制定为16 学时，无课外活动课时，

开课时间为新生入学第3周，主要包含认识大学、适应大学、大
学学习、人格修养等8个章节。课程内容主要依据清华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公共基础课教材《大学生校园导论》，自2017年开课以
来，经过3年的课程试运行，结合日常辅导员工作，发现教材内
容与建筑工程学院学生契合度不高，对于学生适应大学帮助不够。
为了建立同建筑工程学院学生相适应的入学教育课程，在学校教
学改革的申报中，启动了大学生校园导论课程创新教学改革[1]。

2  教改后拟定的大学生校园导论的课程内容
2.1 教改后《大学生校园导论》根据学院新生入学教育总

体安排，并参考其他院校入学教育课程经验，拟定了新的课程实
验的内容，将八个章节的内容融合成为四个大章节，分别为：入
学教育、生活与交往、大学与专业、成功之路。课程教师与实验
团委老师协同工作，加入课后社会实践活动，并对保留的课程内
容进行了补充修改。

2.1.1对比教改实施前后的内容，增加了社会实践活动
对于大学新生来说，除了必要的课上入学教育之外，与同学

一起在校内外参与志愿活动等社会实践活动无疑是最有吸引力的
课程内容。而本教改与辅导员日常工作紧密结合，辅导员作为本
课程的任课教师，完成额定课本讲授课时后结合辅导员工作组织
学生去社会实践，增加了课程的吸引力和互动性。

2.1.2对于缩减掉的四个章节的内容，并不是直接舍弃，而
是截取精华部分融入到现有四个章节内容中去。教改后将原教材
中关于大学的生活和学习部分精选成两个章节，分别以讲生活为
主的第二章和以讲学习为主的第三章，而对于教材中涉及到的艺
术修养、情感教育、安全教育等几个部分不再单独设置课时，而
是由任课教师着重挑选案例后融入课程内容中讲授。

2.2大学生校园导论学时的改变
《大学生校园导论》作为学校新设置的一门实验性入学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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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课程总学时原设定是16学时，课题组进行了课程讲授座谈
会，结合任课教师的建议，再结合学校设置的非课程入学教育等
入学工作安排，课题组决定将课程总学时压缩为8学时。

2.3课程中引入“互联网＋”的竞赛思路，为后续做铺垫
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是旨在深化高等教育综合

改革，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培养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主力军的一项全国大赛[2]。参加这种大赛对于学生的锻炼是全方
位的，而作为有参赛指导经验的任课教师，适当在课程中融入“互
联网+”的概念，挑选有兴趣有能力的学生参与到创新创业的团队
中去，这提高了参赛团队的延续性。2019年学院首次组队参赛，获
得省级银奖一项，是学院参加此项比赛以来的最好成绩，也是学
校获得过的最好成绩。经过参加国家级大赛的锻炼，竞赛团队开
阔了眼界，磨炼了意志，同时也认识到自己与高水平团队之间的
差距，在下一阶段的参赛过程中有针对性的补齐短板。

3  教改的实际效果与课程展望
教改后新调整的课程内容，更贴近建筑工程学院新生思想，

新加入的课外实践环节以及“互联网+”竞赛内容也使课程更有吸
引力。所修改提升的课件，内容更有针对性，课程互动性更强。总
的来讲，虽然授课时长由原来的16学时缩减为8学时，但是因为
课程内容调整，反而为建筑工程学院学生提供的课程内容反而更
加丰富了，增强了学生的直观感受与认识以及上课的积极性。接
下来的工作中，希望通过借下一轮授课的机会，以及学校创新创
业教师团队的搭建，将授课内容进行更多的提升。

4  结语
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是新生入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辅

导员是对学生进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这样一门专门性的
课程正好给予辅导员整体有效的时间对新生进行完整有针对性的
思想政治教育。辅导员在课程中加入自身工作实例极大丰富了课
程内容，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课程效率，促使本
课程成为一门有价值的入学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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