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概念界定
        ——大学第一年教育
的提出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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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60年代末期，是美国高等教育急速向大众

化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校园内充斥着大量背景
各异、学习能力参差不齐的学生，令美国高校感
到忧虑的是，在保障学生学习自由的理念和制度
下，这种多元化的学生群体极易出现大量转退学
的问题。于是，当时一些大学管理者及学者之间
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要引导学生留校继续学
业并最终支持他们取得成功，就必须高度重视大
学入学之初的教育。1972年，南卡罗来纳大学首

开先河在其正式课程中为新生设置了专门的教育
内容，1986年又成立了“全国第一年教育研究中心
”。上世纪80年代后，众多的美国大学相继采用了
FYE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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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美国的FYE的功效已不仅限于防止学生的转

退学，它被广泛地看作是一种帮助学生从中学向
大学的平稳过渡，为他们的学习及人格成长提供
支持，使他们成功获取必要的学习和社会能力的
综合性教育项目。在内容上，FYE课程网罗了“学
习技能的获取”、“适应大学生活的支持”、“校区各
种资源及设施说明”、“提高一年级升入二年级时的
留校升学率”、“创造与教师的交流机会”、“提高社
会生活技能与构建和谐人际关系”、“提高分析能力
和批判性思考能力”、“提高新生自尊意识”、“确立
大学共同体”等。在形式上，以小班的正规课程为
主，并配备各种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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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美国相比，日本大学着手FYE还是近些年的事

情，两者足足相差三四十年之久。虽然日本是
FYE的后起之秀，但是它在FYE课程中引进了产
业界的“一般技能”概念。“一般技能”被解释为“适用
于任何职业迁移的广泛能力”，具体包括信息处理
技能、问题解决和思辨能力、人际关系技能以及
责任感、时间管理等个人技术和特性，此举在人
才的培养上拉近了高校与业界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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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尽管美日两国在FYE侧重点

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意识到大学的第一年是大
学生四年学习生涯中最为重要的时期，它的影响
至深、至远。今天，在我们寻找高等教育大众化
阶段如何解决日益增加的大学生问题时，不妨把
改革第一学年教育作为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
量的突破口，建立起有自我特色的FYE，帮助学

生在整个大学阶段乃至今后的职业生涯中走向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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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现状

大学与高中的不同

大学生角色转变中面临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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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末，随着大学扩招政策的出台，短短五六年间我国高
等教育就跨入了国际教育权威学者马丁·特罗所定义的大众
化阶段。急剧的量变，加之其他复杂的外部环境，使大学生
群体的内部结构及特性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大学生中学习
能力欠缺、校园生活难以适应等现象明显增多。

一、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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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与高中的不同

管理方式不同

生活方式不同

培养目标不同

心理状态不同

——学习目标的多元化，学习内容骤然拓广、加深，学习任务     

的自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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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方式不同。中学主要采取“老师说”、“学生听”
的管理模式，由老师从早到晚、从学习到生活、
从思想到行为，进行全方位的管理，而大学则是
以学生自主安排为主导，老师为辅助力量，由中
学时的封闭式教育转化为大 学的开放式教育。学
生可以自主安排学习计划，完成必修课程的同时
，可以 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修其他课程。这
种方式增加了学生可自由支配的时 间，学生可以
利用这些时间来充实、丰富自己的知识和业余生
活。

•  

10



• 生活方式不同。生活是人们的社会行为在物质生
活和精神生活中 表现出来的典型形式。中学生的
生活主要在学校和家庭中，接触到的主要 是父母
、老师和同学，社会关系比较单纯，平时，迫于
升学压力，无暇顾及学 业外的其他事情，而大学
生活则截然不同，脱离父母的怀抱，面临更多的
空余时间和较为复杂的人际关系，这就需要加强
学生的自理能力，合理安排自己的课余时间，制
定自己的职业规划，选择参加适合自己的业余文
化活 动等。同时，大学生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
在网络发达的今天，网络已走进 学生的日常生活
中，也改变着学生的生活方式。

11



• 培养目标不同。中学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主要是进行一些基础性学科的教育
，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方向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侧
重于应试教育。大学是要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里
去掌握一门专业知识 和技能，以让他们适应社会
需要，大学注重的是专业知识的教育和技能的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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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状态不同。从“中心人物”到“普通角色”。一般
来说，大学生尤 其是重点名牌大学的新生在中学
阶段往往都是学习上的佼佼 者，平时深得家长、
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注，通常都是生活中的 “中心人
物”。可是一跨进大学校门，人人都是学习尖子，
个 个都是高手奇才，如果重新排定座次，只能少
数人保持原来的 中心地位和重要角色。大多数学
生将从中心角色向普通角色转 变，自我评价可能
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分析一下不难发现， 他
们以学业成绩优秀而建立起自信心，从而推论出“
学习成绩 不好，个人价值就低”的结论，这一结论
沉重地打击着他们的 自尊心和自信心，许多人因
此导致了失眠、神经衰弱甚至抑郁 症，危害是比
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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