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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中学的苦读 , 大学新生在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大学

的校门后 , 他们往往觉得眼前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 , 也多

少会感到迷茫。很多学生曾经引以为傲的学习成绩也很快

迷失在汪洋学海中。目前看来 , 这种学习成绩的下降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对大学的学习不了解 、 不重视等原因造成的 ,

这也给后来的学习生活造成了很多不利的影响。因此 , 有

必要在大学新生正式上课前开展关于大学学习方面的教育 ,

即所谓 “开课前教育” , 藉此帮助学生们迈好大学学习的第

一步。

开课前教育需要针对新生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 制定

相应的教育方案 , 采用适当的方式方法进行。 我们认为 ,

针对不同的教育内容 , 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开展:

　　一 、针对学习的目的与态度 , 组织干部进行

教育

　　该怎样度过大学生活 ? 上大学是为什么? 大学毕业以

后干什么? 有如此迷茫感的学生往往占到新生的很大一部

分。这主要是由于我国 “应试教育” 的弊端所引起的 , 许

多学生从小被灌输的人生追求就是要考上大学 , 使他们不

自觉地形成了以上大学为惟一愿望的知识价值观。而一旦

考上了大学 , 结果反而失去了学习的目标 , 没有了学习的

直接动机 , 而学习的长远动机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 , 甚至

感到前途茫然 , 这对后面的学习生活无疑是致命的。 如果

不能从根本意义上使他们认识到知识的价值 , 不仅直接影

响到他们的学习 , 也会影响到他们身心的健康发展。

同时 , 很多学生对本学校 、 本专业的了解都只是通过

招生简章和招生老师的介绍 , 对学校 、 专业的理解也还不

够深入。事实上 , 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更习

惯于听取家长的安排 , 而不是选择自己的兴趣方向 , 这很

容易造成大一新生对大学学习生活的心理预期与现实存在

落差 , 从而产生强烈的消极抵触情绪 , 在学习上 “混日

子” , 得过且过。如学员陈某 , 高考前个人的目标是厦门大

学某专业 , 最终却因种种原因来到国防科技大学 , 本来学

习不错的他因为个人意愿的落空 , 同时也失去了考上大学

后的奋斗目标 , 没能很好地调整心态 , 导致学习上缺乏动

力 , 学习成绩大幅下降。针对这种情况 , 我们邀请高层次

的院系领导 , 特别是在该领域卓有成就的领导干部对学校 、

专业的情况进行详细的介绍 , 使得新生们更清楚准确地了

解自己学校 、 了解自己专业 、 了解自己未来的工作岗位 ,

增强对本专业的自豪感 , 对即将到来的学习生活环境也有

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 这在很大程度上能消除由于环境陌生

而带来的紧张感和不适应。

另外 , 我们还通过行政管理干部开展关于规章制度的

教育 , 特别是与学籍管理有关的各种规定的教育 , 通过教

育告诉新生们一个明确具体的学习和考试底线 , 这对于新

生们迅速树立学习的近期奋斗目标非常有好处的 , 最低限

度也要给他们指一条明路 , 给他们增加一份自信。当然 ,

长期的学习奋斗目标应该通过持续 、 经常性的教育来帮助

学生逐步确立 , 不能仅靠短期的教育来达到目的。

　　二 、 针对课程学习的特点 , 组织教师进行讲解

众所周知 , 中学学习与大学学习有着很大的不同 , 就

拿大学设置的课程来说 , 大学的课程较中学的要新颖得多。

大学的课程涉及很多对中学生来说是全新的知识 , 课程的

深度和难度都大大增加;而且课程的门类繁多 , 课程数量

远远超过中学 , 内容也要复杂得多 , 一门课程内容可能涉

及多方面知识 , 课程间的继承性和知识交联也很紧密。经

我们的观察发现 , 如果新生们对此还毫无准备的话 , 突然

增大的学习压力往往会使心里感到恐慌。

同时 , 大学老师的授课方式和教学手段也与中学有很

大的不同 , 例如不少新生都反映 , 听课时感到老师授课的

速度很快 , 经常跟不上老师的思路。 其实 , 这主要是因为

课时数有限 , 老师通常只对重点内容进行详细讲解 , 正所

谓 “师傅领进门 , 修行靠个人” 。而且大学老师一般还要承

担科研任务 , 不像中学老师那样经常答疑 , 再加上每个老

师的授课方法各不相同 , 各具特色 , 这就使得学生觉得难

以应付。

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大学与中学的教育目

标不同 , 中学的教学模式核心是高考 , 一切教学都是围绕

高考而进行;而在大学里 , 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各行业

所需要的人才 , 各个学校都根据自身所处的行业有针对性

的实施教学。

针对这种情况 , 我们邀请了德才优秀的教师来讲解关

于大学学习的特点 , 这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教育途径。大学

的课程学习是新生们将来必须要面对的最主要任务 , 由教

师对大学的课程作一个全面准确的介绍 , 向新生们讲清楚

大学课程学习的特点 , 包括学习的要求 、 教师授课的特点 、

一些较成熟的学习方法等等 , 能最大程度上缓解新生们对

大学课程的陌生感 , 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 , 给新生们一颗

定心丸。由于老师本身就是大学教学的重要参与者 , 最了

解学生们在学习上需要什么 , 因此开展关于课程学习方面

的教育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如果开展教育的教师本身也是

本校毕业的 , 则效果更佳 , 因为在同一所学校学习生活过

的经历对和新生们的交流将有莫大的帮助。

　　三 、 针对学习的方式与方法 , 组织高年级学生

进行交流

　　我们还发现 , 新生们在学习上常常套用中学的学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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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方法去应付大学的学习生活 , 这种盲目性对他们未来的

学习和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要知道 , 大学学习不仅是高

中学习的延续 , 更多的应该是另一个阶段学习的新的开始 ,

而且由于大学学习的自主性的特点 , 良好的学习习惯非常

重要 , 如学员曹某 , 个人学习非常认真 , 但由于学习基础

比较差 , 个人开课前准备不够 , 不注重课前预习 , 上课经

常听不懂 , 课后花大量时间加班学习 , 可学习成绩依然不

理想。

有些中学时的佼佼者 , 由于对大学的学习方式方法掌

握不好 , 加之强手如林 , 昔日的优势风采不复存在 , 自尊

心和好胜心得不到充分满足 , 而家长和个人的期望值过高 ,

很容易产生失落感。

事实上 , 由于种种原因 , 刚入校的大学新生对大学学

习几乎是一无所知的 , 也缺乏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赴异乡。年轻的学子们面对

未知的学习 、 生活和前途 , 经常会感到很迷茫。 而且由于

社会复杂性的影响 , 很多学生就算有疑问也不会轻易开口

请教 , 很多人都会闷在心里 , 特别是一些个性较强的独生

子女就更是如此 , 而他们实际上是非常希望有人能给予指

点的。

因此 , 我们组织了一些品学兼优的高年级学生和新生

进行交流 , 希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开新生们的疑问和顾

虑。作为同龄人 , 高年级的学生也才刚刚经历过大学入学

初的各种困难 , 他们和新生有着很多的共同语言 , 这就保

证了他们之间的交流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 交流会上热烈

的气氛也说明了这一点。而能够长期保持品学兼优的高年

级学生在大学学习和生活上通常都有着一套稳定有效的方

式方法 , 甚至还可能有很多独到的地方 , 凡此种种都是新

生们所迫切了解的 , 也最能贴近新生们的需求。 这种交流

可以使得新生们及早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 在学习上少走

一些弯路。

　　四 、 针对学习的心理问题 , 组织心理专家进行

指导

　　近些年来 ,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 , 人们的

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激烈的竞争和快节

奏的生活使人们的心理承受了越来越多的压力 , 尤其对于

正处于人生关键时期的大学生来说 , 更是如此。 近年来高

校扩招所引起的一系列事件 , 特别是毕业生就业形式严峻

所引发的激烈竞争 , 往往使大学生产生巨大的心理负担 ,

容易导致不良心理健康状态的产生。

而学习本身和心理活动的联系极为密切。学习效果如

何 , 与学习过程中人的精神状态 、 心理状态关系密切。如

果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伴有 “心事” , 就会阻碍正常的智力

活动 , 记忆力 、 思维力 、 兴趣力 、 判断力 、 意志力 、 创新

力等都会下降 , 导致学习效果不佳。如果长时间处于焦虑 、

烦躁 、 紧张 、 怨恨 、 忧伤 、 抑郁状态中 , 恐怕连正常的上

课 、 自习都难以进行。反过来 , 长期过大的学业压力也容

易引发心理危机。目前高校学生的学习负担普遍过重 , 而

不少学生为了将来的就业要求 , 除了完成必修的学业之外 ,

还要参加各种形式的等级考试和资格考试。这容易使部分

学生长期处于身心疲惫状态 , 引发心理疲劳。

多年的工作实践和一些调查数据均表明 , 大学新生在

入学后的一段时间内常常存在很多的心理的 、 认知的问题 ,

学业压力也是引发低年级学生心理困扰的主要原因之一 ,

这就要求我们对这方面问题应采取积极干预的措施。由于

心理专家长期从事心理方面的研究与工作 , 我们邀请经验

丰富的他们通过作报告 、 座谈会等形式直接对新生们的心

理进行指导 , 对于预防各种心理问题能起到未雨绸缪的作

用。同时 , 专家们丰富的社会知识也可以大大加强其它途

径教育的效果。

如果有条件的话 , 我们还应建立心理档案 , 开展经常

性的定期心理检查 , 通过了解大学新生入学后 , 容易产生

的心理问题及原因 , 掌握学生的心理动态 , 使新生在智力

上 、 情感上得到全面发展 , 为大学生认识自我 、 完善个性 、

开发潜能提供最大的帮助。

　　五 、 针对学习的各种问题 , 提供资料进行自学

　　随着时代的发展 , 学校的发展也在与时俱进 , 每一届

大学新生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总会有所不同 , 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在每年新生刚入学时就积极地开展调查研究 , 并结合

往年的调查数据 , 确定进行开课前教育的具体内容。但总

的来说 , 当前大学新生们所面临的各种学习问题都是类似

的 , 也都是有方法可以解决的。目前 , 针对这些问题 , 各

种公开的文献库和互联网上都有大量的相关资料 , 我们组

织了相关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资料收集工作 , 并逐步将整

理后的资料予以公示 , 供新生们在课余时间自行学习和研

究。

经实践发现 , 这种松散 、 自学式的宣传教育具有长期 、

稳定 、 内容丰富的特点 , 便于新生们反复观看和学习 , 其

教育效果是其他教育方式所无法替代的 , 同时这种经常性

的教育也有利于新生们深入的理解和思考。

通过以上途径 , 我们尝试对军校学员队的大学新生开

展了系统的开课前教育。我们选择在新生的军训期间开展

教育 , 从时间上保证了教育的效果。从后来新生们的学习

体会和学习成绩来看 , 开课前教育取得不错的效果。

总之 , 教育是 “以人为本” 的 , 学生就是学校的根本。

作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 , 我们应该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出

发 , 优化工作方法 , 拓展工作范围 , 从一开始就教育学生

正确地认识大学的学习生活 , 为学生们的未来铺好第一步

路 , 使每个莘莘学子都成为 21 世纪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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