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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日本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经历了大学新生入学指南的初始期、教育内容扩展的发
展期、数量扩张的普及期，目前处于提升教育质量的改革期。分析了日本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

的必要性、发展历程与现状，对初年次教育功能与特点进行了阐述，以期对我国大学新生适应

性教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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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日本大学新生适应性教

育的必要性

　　研究显示，我国大学新生入学后在学习、生
活和心理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适应性问题［１］。

大学新生教育存在阶段性育人功能弱化、协同性

主体力量分化、针对性作用载体泛化、发展性改

革创新钝化等问题［２］。学界对大学新生适应性问

题有所关注，但未形成系统的研究，甚至没有形

成统一的学术用语。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输入关键

词 “新生教育”，检索结果中出现高校新生教育、

高校新生入学教育、高校新生适应性教育、大学

新生教育、大学新生入学教育、大学新生适应性

教育等多个相关用语。

日本现阶段高等教育中承担大学新生适应性

教育功能的是 “初年次教育”，即大学第一年教

育。“初年次教育”源自上世纪７０年代兴起于美
国的 “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目前，国际通用术
语依然是 “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日本学者在引
入这一概念时，根据日本高校实际情况及日语语

言习惯将其本地化为 “初年次教育”［３］４－５。结合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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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术语的辨识度与大学新生教育的阶段特点，本

文同时采用 “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 “初年次教

育”进行论述。经过多年的发展，日本高校 “初

年次教育”已经形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

体系，成为日本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积累

了大量的数据和经验。本文将梳理日本大学新生

适应性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探讨 “初年次教

育”的功能及其特点，以期对我国大学新生适应

性教育提供参考。

　　二、日本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的

发展历程与现状

　　日本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以大学新生入学指
南、“１年次教育”“导入教育”“初年次教育”等
多种形式为主，于２００３年统一为 “初年次教育”。

初年次教育发展大致可分为初始期、发展期、普

及期、改革期四个阶段。

（一）初始期：大学新生入学指南阶段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
在日本，“大学新生入学指南”作为面向新生

介绍课程、社团活动、课程选修等内容的术语，

出现并确立于上世纪５０年代末，于６０年代末普
及［４］。这一时期日本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需要

大量的理工科人才，政府放宽了对公立大学和私

立大学专业设置、招生名额等方面的限制，高校

大幅度增加了理工科招生人数。日本大学入学率

在６０年代中期超过１５％， “大学新生入学指南”
的重要性开始受到重视。

文部科学省大学学术局学生科编著的 《厚生

辅导》列举了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７年间日本高校面向大学
新生实施的 “大学新生入学指南”事例，以集中

住宿培训为主，属于课外活动，未纳入正规课程。

例如，上智大学为大一新生提供为期一周的入学

指导、学习营等多种课外活动，提供认识教授、

朋友的机会，以帮助大一新生尽快融入校园环境，

正确把握大学生活的意义与目的，领悟学校办学

精神，度过更有意义的大学时光［６］。由此可见，

这一时期的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尚处于短期的、

形式相对单一、内容相对单薄的大学新生入学指

南阶段，缺乏连续性、多样性、体系性。

（二）发展期：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内容扩展

阶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是日本教育

转入 “宽松教育”的时期。继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１年分
别在小学、初中实施 《学习指导要领》后，日本

高中于 １９８２年开始全面实施 《学习指导要领》，

标志着日本正式迈入 “宽松教育”时代。同时，

在高校扩招政策下，大学本科生在校人数由１９６０
年的６１万人猛增至１９７８年的１８１万人［７］，大学入

学门槛大幅度降低。宽松教育与大学入学门槛降

低，导致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目的不明确的大学

新生数量增多，单一的 “大学入学新生指南”难

以应对复杂化的大学新生入学适应性问题。

这一阶段日本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内容在大

学新生入学指南的基础上得到丰富与拓展，形式

也由课外活动发展为重视实践与研讨的正规课程

与活动相结合，是通识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

般教育学会于１９８９年实施的调查显示，排在前４
位的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内容分别为： （１）纠正
传统大课堂 “满堂灌”的弊端，实现小班授课。

通过实践课、研讨课等形式恢复学生主体性学习。

（２）建设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人际交流
与切磋学习的平台。 （３）灵活组织大学学业、专
业等方面的新生研讨课，帮助大学新生适应大学

生活。 （４）着重开发学术研究领域的基本技能，
如互动型的讨论、论文写作、阅读、外语应用、

信息处理等能力［８］。

（三）普及期：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量的扩张

阶段 （１９９１—２００７年）
为了各大学能够编制多样化的各具特色的课

程体系，日本于１９９１年修订了 《大学设置基准》，

规定了毕业所需总学分数、学分计算方法等［９］，

史称大学设置基准 “大纲化”。大学设置基准 “大

纲化”后，各高校纷纷开始调整院系结构与师资

配置，通识教育职能向学院转移。课程设置与学

分计算呈现显著的轻通识教育重专业教育的特征，

通识教育也偏重专业基础课程［１０］。大学新生适应

性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以 “导

入教育”为主。“导入教育”是承担专业教育的导

引、入门功能的大学第一年教育，其目标是习得

专业知识［１１］。

以私立大学为例，２００１年，日本大学新生适
应性教育的开展率已达到８０９％。正式开设的课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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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主要包括：小班专题研讨、基础概论、信息素

养、学习技能与方法、新生入学指南、补习教育

等；活动包括：新生入学介绍、新生集体住宿与

露营、导师制、入学前指导、讲座等［１２］。２００３
年，“导入教育”“大学第一年教育”统一为 “初

年次教育”。２００３至２００６年，有１６项 “初年次教

育”课题入选文部科学省 “特色大学教育资助项

目”“应对现代教育需求的课题资助项目”［１３］。

２００７年，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面向全国国立、
公立、私立大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初年次教

育”的实施率已达到９６９％，其调查内容涵盖了
学习技能、学生技能、大学入学指南、专业教育

导引、通识教育小班课及综合实践、信息素养、

校本教育、职业生涯规划等，反映出初年次教育

在日本高校的普及情况［１４］。

（四）改革期：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质的提升

阶段 （２００８年—至今）
２００８年，日本大学入学率由１９９８年的３６４％

增加到４９１％［１５］，大学新生整体呈现学习动力下

滑趋势，存在学习意愿不足、学习目的与意识淡

薄等问题，凸显了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改革的必

要性。２００８年，中央教育审议会提交 《构筑学士

课程教育》报告，正式将 “初年次教育”定义为

“主要以大学新生为对象开发综合的教育课程与课

外活动，以实现从高中或其他大学到就读大学的

顺利过渡为目的，通过大学阶段的学业、社会等

方面的成功体验，促进学生学习与人格成长”［１６］。

初年次教育在普及的基础上进入质的提升阶段。

文部科学省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在每年一次的 《大

学教育改革情况》调查中加入了 “初年次教育”，

并在调查报告中以与往年对比的形式体现改革情

况。２０１８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实施初年次教育的
大学共有７２１所，占大学总数的９７％。初年次教
育的主要内容包括：报告与论文的写作方法、课

堂笔记记录方法、口头发表与讨论技巧、学业及

大学学习动机激发、逻辑思维能力训练、发现问

题与解决问题能力提升、作为社会成员的自我认

知与责任感及伦理观培养、身心健康保持、学生

生活中的时间管理与学习习惯养成、校内教育资

源使用、以校史等为素材的学校归属感培养等［１７］。

２００８年，初年次教育学会成立。初年次教育
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并出版论文集，其会

员数逐年增加。从事高等教育、心理学、教育学、

外语教育、日语教育、通识教育等方面研究的学

者开始从不同视角对初年次教育进行研究［１８］。在

初年次教育学会的推动下，相关实践、调查与研

究稳步推进，初年次教育水平不断提升，目前已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主要表现在初年次教育课程

与活动普及率高、相关课程必修率高等方面［１９］。

２００９年，日本大学入学率达到５０２％［２０］，标

志着开始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大学入学选

拔评价标准多样化、衡量尺度多元化带来了大学

新生学习经历的多样化与大学新生适应性问题的

复杂化，对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尤其是在文部科学省正式宣布放弃高中与大

学衔接改革中 “共通考试”的两大支柱———英语

社会化考试、记述式题型之后［２１］，日本大学入学

由选拔走向衔接的趋势愈发明显，大学新生适应

性教育作为衔接阶段保障教育质量的手段之一，

显得愈加重要。

　　三、初年次教育的大学新生适应

性教育功能

　　日本大学新生适应性问题源自高中教育与大
学教育的诸多差异。例如，人际关系由单一转向

相对多元；学习重心由知识记忆、解题转向知识

应用、创新；学习时间由密集、统一转向松散、

个性化；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探索；学

习习惯由课堂依赖转向自主学习；学习内容由基

础知识转向专业知识；成绩评价由考试转为考试、

报告、论文等多种形式；学习目标由升入大学转

为就业、继续升学等。

２０１５年，面向初年次教育学会会员进行的调
查显示，日本大学新生存在的适应性问题主要有：

被动等待指令、学习习惯欠佳、基础学力多样化、

基础学力整体下滑、被动学习、学习目标不明确、

无法构筑良好的人际关系、不懂社交礼仪、不擅

长团队合作及团体活动等。初年次教育的主要内

容包括：信息素养、职业生涯规划与生活规划、

报告的写法、专业课程导引、周边地区社会田野

调查与志愿者活动、国外田野调查及志愿者活动、

信息收集检索方法、口头报告技巧、演示文档的

写法、课堂讨论的技巧、人际关系训练等［２２］。初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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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次教育通过衔接弥合差异，进而解决大学新生

适应性问题，主要包括：衔接高中教育与大学教

育，衔接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衔接学校、职场

与社会等。

（一）衔接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

首先是学习环境的衔接。调查显示，大学新

生最希望获得指导的内容包括：必修选修等学分

制度与毕业条件、选课的具体方法、校内设施设

备的使用方法、学校出台的政策 （留学等）、学校

提供的服务 （就业指导等）、心理咨询、学业遇到

难题时寻求帮助的途径、构建人际关系等。初年

次教育通过开展大学新生入学指导、配备指导教

师、组织讲座与活动等进行解答，帮助大学新生

适应大学学习环境［２３］。

其次是基础学习动力的衔接。２０１５年的调查
显示，有５３１所国立、公立、私立大学针对高中修
读的课程与科目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占大学总

数的７１２％。具体包括：分层教学、入学前补习
教育、入学后补习教育、一对一指导、根据已修

读与未修读进行分班等措施［２４］。

再次是学习技能、学习习惯、学习态度等方

面的衔接。在学习技能方面，初年次教育通过系

列课程与活动帮助大学新生适应大学课程的学习

方法、学习内容、学业测试方式及学业能力要求

等。在学习态度、学习习惯方面，通过通识类课

程的专题研讨、项目式学习、体验式学习、团队

合作、辩论等多种方式，引导大学新生变被动学

习为主动学习、由依赖课堂转为独立探索，激发

学习动机。

（二）衔接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

初年次教育主要通过学习技能和专业课程导

引等课程与活动衔接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在学

习技能方面，通过报告与论文的写作方法、图书

馆使用与文献检索、信息收集与资料整理、阅读

与文献讲读、田野调查等衔接通识课程与专业课

程。在专业课程导引方面，通过基础、入门类课

程衔接授课内容；通过小班专题研讨、项目式学

习、团队合作、田野调查方式衔接授课方式。以

金泽工业大学为例，学生在修读工学教育核心课

程 “工学设计Ⅰ”前，需要修读 “修学基础”“毕

业与就业指导” “技术人才入门” “数理工综合”

“工学基础实验”“计算机基础”“工学基础制图”

“人类与自然”等课程，在培养学习技能、综合素

质的同时为学习专业课程做好准备［３］１４０－１４３。

（三）衔接学校、职场与社会

初年次教育衔接学校与职场的功能是通过大

学第一年职业生涯教育实现的。２０１０年，培养大
学生职业自立相关内容被写入 《大学设置基准》，

职业生涯教育成为日本高校自评与第三方评价的

重要指标，并迅速在日本高校普及。初年次教育

中的职业生涯教育内容遵循 “了解自我→了解企
业、行业→职业生涯规划”的步骤，通过生活规
划环节的自我分析以及个人成长档案的计划、行

动、回顾、改善等手段，帮助学生分析、认识、

发现自我；通过企业参观、职业体验、讲座等活

动，带领学生了解职业、企业及行业动向，并配

备专任教师提供指导与建议等［２５］。

初年次教育衔接学校与社会的功能是通过课

程、服务式学习、田野调查等方式实现的。文部

科学省的调查显示，初年次教育内容包含通过课

程、互动学习等培养大学新生作为社会成员的意

识、责任感、伦理观等［２６］。例如，金泽工业大学

除开设自我发现及职业生涯教育相关课程外，还

提供帮助学生了解学校内外基本规范、确立生活

方式及作为社会一员应自觉遵守的社会规则等内

容［３］１４１－１４３。服务式学习包括志愿者活动、社会实

践、基于课题的周边地区服务等形式。田野调查

则通过实际走访调查等提供体验式学习的机会，

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社会，构建自我，面向未来

规划大学生活。

四、初年次教育的特点

初年次教育是在解决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的

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大规模调查数据显示，其作

为日本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在提高学习技能、

保障教育质量等方面是有效的［２７］。现阶段的初年

次教育呈现出多样性、衔接性、综合性等特点。

（一）多样性

初年次教育的多样性源自大学入学生源及其

学习经历的多样性。日本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高、

分类多，普通高中必修科目数仅占总科目数的

４２％［２８］，选修科目门类繁多。大学入学统一考试

分 ６个学科 ３０个科目，学生选考科目数量不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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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９］。入学生源除了应届生、复读生外，还包括

社会人员、归国子女、留学生等。生源在修读科

目、学习经历、基础学力、学习目的、学习意愿、

个体个性等方面呈现多样化，使初年次教育在应

对大学新生适应性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

特点。

生源及其学习经历的多样性决定了初年次教

育形式与内容的多样性。初年次教育重视的内容

包含学习技能、学习习惯、学习态度、社会常识、

职业生涯规划等多个方面；形式则包括必修课程、

选修课程、课外活动、志愿者服务、社会实践、

田野调查等；课程还分为注重理论传授的大课和

注重研究、实践、讨论的小班专题研讨课等。

（二）衔接性

初年次教育的衔接性是指通过衔接高中教育

与大学教育、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以及学校、

职场与社会等措施，实现 “学力三要素”的贯通

性培养。２０１４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发布 《面

向新时代的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大学入学者选

拔机制的一体化改革》，提出对高中教育、大学教

育、大学入学选拔机制进行一体化、根本性的改

革。改革的目标是培养 “学力三要素”。学习三要

素包括：（１）知识与技能；（２）思考力、判断力、
表现力等能力； （３）主体与他人协作学习。高中
阶段主要培养学力三要素，大学入学选拔阶段多

方面综合评价学力三要素，大学阶段则发展并提

高学力三要素［３０］。

在基础知识方面，通过分层教学、补习课、

一对一指导、根据已修读与未修读分班等措施，

解决大学新生学力多样化、整体学力下滑等问题。

在能力方面，通过开展逻辑思考能力、发现问题

与解决问题能力、信息收集与资料整理、阅读与

文献解读、口头汇报与讨论、报告与论文的写法

等内容的课程与活动，培养学生的思考力、判断

力、表现力。在态度方面，通过重视激发学习动

机的课程与活动、基于小组合作的专题研讨课、

项目式学习等方式，培养学生主体的协作态度。

（三）综合性

初年次教育的综合性是指通过综合的方式培

养综合的能力。初年次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因其目

的不同而各有侧重，同时又存在交叉与重叠，其

目标统一于培养包含学力三要素在内的综合能力。

例如，写作课侧重培养写作能力；思考 －同伴 －
分享、头脑风暴、同伴评价、分组教学等培养逻

辑思考能力、信息收集与分析能力、发现问题与

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人际交流能力等。

而同一能力的培养，通常也是通过多种形式与多

种内容综合实现的。

五、结语

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在日本已经走过了初始

期、发展期、普及期，正处于改革期。在这个期

间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与经验，其本地化过程、政

策、实践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初年次

教育协会于２００８年成立以来，每年举办学术会议，
出版论文集，组织实践交流会等活动，有效推动

了初年次教育的普及与提升，在日本大学新生适

应性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值

得学习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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