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的硝烟已经散尽，今年我省高考录取率将达到72%。几十万即将迈入象牙塔的学生，该怎么度过充满期待、梦想的大学时光，又该怎样规划自己

未来的人生？

未雨绸缪，胜利往往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为此，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中国教师》杂志主编劳凯生；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曾国

安等几位专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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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绸缪你的大学生活

教育专家建议：大学生活别让活动耗尽

对于即将踏入大学校门的准大学生

来说，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总会充满了好

奇与诱惑。奔赴大学的行囊中，该准备些

什么东西？大学生活，又该怎么样度过？不

少准大学生心里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疑问。

为此记者来到湖南大学，随机采访了

几位大一学生。通过采访，记者发现，这些

大一的学生大多都表现很自信，回顾起自

己的大一生活，他们说曾经迷惘过，但是

更多的是充实，快乐。

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十分重要

当记者问起湖南大学大一学生简铭

慈和李依蘅第一次进校时的感受时，他们

都说当时其实很忐忑，毕竟是进入到一个

完全陌生的环境，简铭慈还说有点怪怪的

感觉。

“进大学之后要迅速地建立起自己的

人际关系网，这一点十分重要。”简铭慈向

记者说到，“我并不是一个高调的人，但是

我十分在意人际关系网的建立。” 碰到比

较沉默腼腆的人， 他会主动和他们聊天，

“伸手不打笑脸人”是他信奉的真理之一。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敢于表现自我

李依蘅在军训的时候就表现得十分出

色，每次教官有什么要求和活动，她总是会第

一个“挺身而出”。李依蘅说：“一开始我也曾

犹豫，因为别的同学都是沉默，如果每次都是

我第一个站出来， 是不是会让人觉得自己太

高调、太自大。”但是，最后她还是选择勇敢地

站出来，因为她觉得遵从了自己的心。

而简铭慈则与李依蘅不太相同，军训的

时候表现并不积极。简铭慈讲起他竞选新生

负责人时的经历，“刚进校时，三次新生负责

人竞选我都没选上， 后来辅导员告诉我，其

实我票数够了， 但是当时有点过于傲气，他

想考验下我。”有了这样的经历，简铭慈说，

从那以后， 我与人交往时很注意语气和用

词，培养自己的亲和力。

大学这一年学到很多东西，也学会与人交往

“总的来说， 大学这一年， 我过得很快

乐，也很充实，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学会了与

人交往。”简铭慈这样总结自己的大一生活。

作为班委， 简铭慈和李依蘅的工作都非常

忙。这个学期，他们就组织和参加了风采大

赛、交谊舞比赛、班级评比等各种活动，常常

忙得焦头烂额。但是他们都非常享受自己的

工作，认为大学期间多参加一些活动能得到

非常大的锻炼。李依衡说：“十分喜欢工作时

充实的感觉。”

简铭慈还是院学生会实践公关部的成

员，经常需要出去搞外联、拉赞助。上大学之

后，接触社会的面也大了，机会也多了。简铭

慈拉赞助的时候经常要看别人的臭脸，但是

他还是喜欢这种工作。他说：“与社会接触得

越多，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也就越多，自己的

忍耐力也变得超强。” ■本报记者

这个夏天有点“热”

我们的大学生活很充实

“一年级娇，二年级挑，三年级找不着，

四年级跳。”是现在部分大学生的生活写照，

这话有些夸张，但确实点出了如今一些大学

生因目标缺失而存在的通病。

“大学生活应该及早规划。”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生说，

“尤其是进入大三后， 目标的多样性就呈现

出来了：从业、考研、出国，不同的发展目标

需要不同的知识积累和实践准备， 如没有

及早筹划，临时抱佛脚，往往毕业时手忙脚

乱。”

大学四年，一挥而过，毕业时才发现连

找什么样的工作都没考虑过。“从进校起，就

要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曾国安教授说，在美

国、英国，职业生涯规划的教育十分超前，幼

儿园、小学就启动了。

“进校的第一年， 学生要唤醒自己的职

业生涯意识。要对自己有初步的规划，学生

可以上网做一做霍兰德职业兴趣量表，测出

每个人的特长、 性格以及适合哪类职业，这

可以作为新生自我了解的一个参考。”

“在学习上 ， 一定要做好 这两 个

词———主动、适应。”劳凯生说，“大学和高

中在学习方法上会有很多不同，高中都是老

师教，学生被动接受，但大学更需要学生主

动去学习。”

“虽然很多学生知道， 但要他们真正做

好主动学习还是有困难的。不少时候，新生

第一学期就会逃课，甚至会挂科。如果在学

习上遇到困难，一定要主动去找老师。这件

事说起来简单，但走出这一步并不容易。”劳

凯生说，“新生如果学习有疑问，一定要强迫

自己下课后问问老师，或者是打电话向老师

咨询，千万不要因为不好意思就算了，这种

自我放松对学习也非常不利。另外，在学习

中除了接受课程外，还要多思考，提出新观

点。” ■本报记者

离开家人，进入大学生活，新生常

常会在心理上出现一些不适症状。大学

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模样， 专业不够有

趣，课程不够新鲜，课堂不够精彩，生活

不够丰富。

“进入大学，短暂的新鲜感和兴奋期

过后， 很多人可能或多或少感到失落和

迷茫：在中学时代，在班里，甚至在学校

都是佼佼者，可到了大学，周围都是优秀

的人，自己一下子就不再显山露水了。”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教

授说，“这时每位新生都应该有这样的

想法， 那就是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要树立信心。大学要靠自我管理，有不

少同学进校成绩中等甚至偏后，但通过

努力照样成绩优秀。”

高原反应的另一个症状是迷茫。

“大学和中学最大的不同是学习环境和

方式。刚进大学时，因为新的环境和文

化，很多学生会有种迷茫感。”劳凯生说，

“在新生入学时， 每个大学都会安排一

些讲座和辅导，学生进入大学后要注意

多与老师、同学沟通。”

文东茅说，“高中时几乎每个学生

的目标都是考大学，但进了大学，不少

学生都感觉一下子失去了目标，空余时

间多了，不会自我管理，有的荒废学业，

还有的甚至网络成瘾。”

“还有部分学生进入大学后， 发现

自己不喜欢报考的专业，这时也会出现

一些迷茫。这时候，也要多和老师沟通，

排解一些困惑。”劳凯生说，“现在大学里

转专业是很难的，所以学生在报考专业

时，应该考虑成熟，主要是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不仅仅为了就业一窝蜂地报

热门。报专业一定要理性、谨慎。”

“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建议学生

还是要给自己定下短期和长期目标，要

给自己的生活和学习进行规划。” 文东

茅建议。

“有的学生家境不太好， 很害怕和

别人交往，常常会有自卑感；还有的学

生来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不少生活习

惯和别的学生不同， 也会感觉自卑；还

有的因为容貌外形产生自卑感。” 武汉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曾国安教授

说，“建议学生们多参加活动，同时锻炼

自己承受失败和挫折的能力。”

“高校是个开放的世界， 学校有很

多社团活动， 很多学生会走入极端，急

于全面发展， 同时报名参加很多社团，

但又只能保持三分钟热度。” 曾国安教

授建议，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一

两个社团即可， 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

过度关注社会活动反而牵扯太多的精

力，忽视了学业。

如何规划大学生活？

如何免疫大学“高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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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安教授。

文东茅教授。

劳凯生教授。

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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