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萌新 CAUer 的那些事儿——学习适应篇

大学一年级是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点，也是大学新生学习、成长历程

中的一个“断点”，是大学生发展的关键转换期，它不仅关系到大学生对大学环

境、学习、生活的适应，甚至间接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解我校大一新生

入学适应与发展情况，我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本科生院招生办公室、党委学生

工作部于 2020 年 11 月底启动了新生专项调查研究。本篇内容重点关注新生学习

适应情况。

一、整体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新生尚未完全适应大学学习。关于对大学学习的适应情况，

认为自己比较适应（含非常适应）、一般适应、不太适应（含很不适应）的学生

大约各占 1/3。

图 1 新生学习适应整体情况

二、存在问题

学生在学习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调查发现，排前三位的问题分别

是：1.不能合理安排时间学习；2.某些课程难度过大；3.不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



图 2 新生在学习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

三、学习动力

与高中阶段明确的目标与紧张的氛围不同，大学阶段的学习相对自由，注重

自主学习，在没有严格监督和管教，未来目标较为遥远的情况下，新生自主学习

的动力不是很强。只有 35%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学习动力比较足或者非常足。

图 3 新生学习动力

关于动力来源，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获得高分、应对就业/升学压力、满

足探索事物和学习知识的兴趣。排在最后的是实现自己的社会使命感。这反映出



新生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在经历了高考的“分数战”之后，进入大学阶段的新生

们仍然处于“后高考”状态，仍然是为了分数和外部的压力而学习，功利性比较

强。

图 4 新生动力来源综合得分排序

不同动力大小的学生动力来源有明显差异。学习动力非常足的学生中，把“探

索事物和学习知识的兴趣”最为第一动力来源的比例最高；学习动力比较足的同

学，把“获得高分”作为第一动力来源的比例最高；而学习动力一般和不太足的

同学，选择“应对就业/升学压力”的比例最高。由此可见，“探索事物和学习

知识的兴趣”是一个强有力的学习动力。

图 5 学习动力大小不同的新生第一动力来源统计



四、学习参与

绝大部分同学能够按时进入课堂、按时完成作业，但是集中听讲情况和课后

自习情况一般。97%的学生较少或几乎没有迟到或早退；只有不到 60%的学生课

堂集中精力听讲情况良好，最大干扰因素是手机，不到 50%的学生在课堂上较少

或者几乎不玩手机。大部分同学（超过 80%）能够完成规定的阅读或作业。不到

50%的学生课后上自习状况良好，20%的学生较少或者几乎不去上自习。只有 10%

的学生较多或者经常听讲座或报告，65%的学生较少或者几乎不去听讲座或报告。

图 6 新生学习参与情况

五、阅读量

阅读是大学生认识世界的重要渠道，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方式。树立个体

阅读意识即自我学习的意识，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阅读对于大学生的健康

成长，显得更加重要。入学以来（9-11 月），36.81%的学生未阅读任何学术论

文/研究报告，7.24%的学生未阅读任何非指定的书籍。新生各类书籍文献阅读少

于 4本（篇）及以下的都在 50%以上。



图 7 新生阅读情况

六、自主学习

调查显示，新生入学以来每周进行非课程要求的自主学习的时间多数集中在

1-10 小时之内，有 2.78%的同学能做到自主学习 26 以上小时。13.29%的同学一

周自主学习不够 1小时。

图 8 新生每周非课程要求的自主学习时间

七、在线学习

2020 级新生作为 00 后，处在科技大发展的时代下，网络使用不在话下。网

络已经成为知识获取的重要渠道，47.2%的同学一周通过网络获取新知识的时间

在 6小时以上。



图 9 新生每周在网络上获取新知识的时间

初入大学，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与生活，实现由高中向大学的过渡，是新生

主要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本次调研发现，新生对于大学，对于未来，满怀期待，

但是尚未完全适应大学学习，感受到较大的学习压力。离开了父母和高中老师严

格的管教之后，部分同学由于欠缺自我管理能力，缺乏学习动力，而不能合理安

排时间，学习投入不够，自我期望与现实有较大的差距。所以，在这一时期，如

何更好的帮助新生建立自我管理能力，找到学习动力，是新生入学教育的关键之

所在。

注：本次调查通过问卷星发放网络问卷 3287 份，共回收问卷 2038 份，回收率为 62%，

其中有效样本 1437 分，占回收问卷的 70.5%，占发放问卷总数的 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