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入“象牙塔”，你准备好了吗？
教师寄语：大学新生要学会自控和沉淀

人们常说从高中到大学，就是从地狱到天堂，老师和家长也常常以“上了大学就好了”为动力劝说孩子们努力高
考。事实上，进入大学后，学生生涯的确来了场“颠覆”：丰富的实践和课程能使人各展所长、绽放青春，然而自由宽松的
环境也很容易使四年一晃而过、碌碌无为……作为一个结束了高考的准大学生，上了大学真的一切都“好”了吗？大学
新生如何平衡自己的学习、生活和实践？从高中进入大学，又有怎样完全不同的生活等待着你呢？为此，市场星报、安
徽财经网记者采访了部分高校的学生和大学老师，为即将迈入大学校门的准大学生们提供了一份新生“入学指南”。

自理能力差生活缺规划

进入了大学，无论离家远近，都免不了要开
始集体生活，采访中不少在校大学生都是第一
次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在生活自理能力和个人
的生活规划上都没了“主张”，这对他们来说是
个不小的挑战。

来自安徽大学 15 级哲学专业的王朋伟刚
刚结束了自己“迷茫”的大一生涯，“去年刚来安
大时，很多方面都茫然无措，尤其对于自己的钱
财物品没有很好的管理和规划，饭卡、银行卡、
身份证都容易遗失。”王朋伟建议即将入学的学
弟学妹们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钱财物品，“可以
买一些小锁，生活中要细心一点，尤其是男生，
宿舍里物品堆放不能太乱，尽量有序一些，毕竟
是集体生活，大家维护好宿舍安全和卫生。”

外地小伙王朋伟还强调了自己饮食方面的
不适应：“食堂的饭菜刚开始不太适合我的口
味，去外面吃也不卫生。我建议大一新生刚来
学校，可以适当搭配着饮食慢慢适应，同时也要
合理规划自己的开销，我们有不少同学开学是

‘土豪’，学期还没结束就成‘乞丐’了。”

氛围宽松易懒惰和迷茫

经历过大学的人都存在一个共识：高考前，
学习属于被安排、被督促的阶段；进入大学后，学
习主要靠自主、自觉的方式来完成。不少大学生
表示在校期间虽然会有意识地督促自己学习，可
宽松的氛围往往导致思想和行动背道而驰。

“上了大学后，学习方面的变化太大了，完
全不像高考前那样努力了，没有人监督会偷懒，
有时候暗自对自己说要好好学习，可没有了考
试压力，真的很难坚持。”新华学院大二的女生
李宁宁告诉记者，自己刚开始还会提前预习功
课，可后来由于对自己放松了要求，上课常常玩
手机，期末考试前和室友一起彻夜“突击”。

针对这个话题，王朋伟认为大学新生们刚
来大学可能还处在高中学习的固定思维中，“大
学学习侧重于平常积累与考前效率相结合，学
习是具有主动性的，老师不会去催促你的，靠的
是自控力和自学能力。”王朋伟表示自己刚入学
时，感到学习任务一下子减轻，不到期末考试都
不知道该学什么，很是“迷茫”。因此，他建议要
提前规划自己的学习，明确自己感兴趣的学科，
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打牢，也要充分利用图书馆
的资源和公开课去学习其他感兴趣的知识。

人际关系复杂容易孤独

相对于中学时代人际关系的单一，大学里
会接触到来自五湖四海、各式各样的人。采访
中，大学生们表示新的人际关系帮助他们开拓
了新的“视野”，但有时也会带来孤独。

“室友们平时忙于各自的社团组织等，都有
各自的朋友圈，有时候我想和她们聊天都不知
道该说什么，在宿舍时都在玩手机，或者出去找
朋友玩，一个人在宿舍的时候有点孤单。”李宁宁
表示大学里很难找到高中那样单纯的情谊了。

张倩的宿舍总共六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是安徽的，室友南北文化
差异挺大，作息也不完全一样，所以刚开始的时
候因为生活习惯的差异和性格的不同造成的矛
盾不在少数。”张倩表示，经过两年的磨合，室友
们已经基本彼此适应，趋向“同化”。

除了寝室之间的交往，王朋伟觉得大学如
同一个“小社会”，“在这里能接触到很多优秀的
人，成绩不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自己的综合素
质和人际交往能力很重要。”王朋伟表示，自己
刚来大学时就暗下决心要转变自己的性格，让
自己变得开朗一点，以此来提高自己的交际能
力，扩大交际圈和人脉。

课余生活选择多易盲目

大学里学习不再是唯一的任务，各种花样
繁多的社团、社会实践、校园活动、兼职等令大
学新生们目不暇接，一时间可能会导致盲目的
选择或者过度的耗散精力。

“我现在才意识到大一时的目标确立特别
重要。”李宁宁表示自己刚上大学时，面对众多
的选择，都是向学长学姐请教，但有时候也会

“顾此失彼”，没有合理安排自己的实践活动和
学习。“现在我开始规划自己的生活了，早晚开
始锻炼身体，慢慢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有针对
性地做事。周末不会再赖在床上，偶尔出去做做
兼职，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和技能，挣了零花钱会
和同学一起去旅游。”据宁宁介绍，学新闻的她这
个暑假正在报社实习，想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所
学。安徽大学大三学生吴志祥回忆自己刚进大
学时，同时参加了三个社团，平时也是积极参加
院系的各种活动，还担任学生会的干事，“我觉得
这些实践经历对今后的发展都很有帮助，既锻炼
了自己的能力，又充实了生活，但有时确实会忽
视学习，事情多的时候也是很耗费精力。”

首先，从军训开始就要学会自控。纪
律是效率的前提，不仅是军队，学习亦如
此，所以大学新生应当认真对待半个月左
右的军训。

其次，新生要耐心摸索、沉淀自己。“千
里之行，始于足下”，开始是一个缓慢、曲折、
痛苦的过程。这主要是因为年轻人还不大
会走，就想跑，就想飞，大学新生大可不必被
催着成长。大学开始时，一定要看很多的
书，但又不能贪多，此时的看书，主要是打好
各学科的基础，奠定做学问与走向社会的基
本功，不必急于求成，太过功利。

再次，打好基础后要快速提升自己。
习近平主席几个月前讲过：“不创新不行，
创新慢了，也不行”。大学生的发展也是
如此，既要慢慢积累，也要快速积累与创
新。在大一时，主要是了解各学科的基本
情况，确定个人的兴趣志向，这是一个缓
慢积累的过程，但到了大二大三，主攻方
向确定后，就要注重提升的速度与加速
度，争取在学习的深度上以及与社会的有
机结合上有个突破。

另外，学习之余要注重社会实践。“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大学时代的实践活动丰富
多彩，校园文化节、运动会、寒假与暑假社会
实践等等。社会实践的要旨在于把理论知
识与实践活动融会贯通，是一个实践、认识、
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会检验自
我，提升自我，但不可用力过度，忽视了理论
知识的学习，本末倒置。

最后，学会应对“眼花缭乱”的挑战。走入
大学后，人仿佛从一条小河，漂进了长江，视野
更辽阔，挑战更激烈。尤其是互联网的世界，
有诱惑，有魔力，大学新生如果整日沉溺于网
络，长时间看手机、看电脑，累的是眼睛，乱的
是心智。希望年轻学子们刚入校时便学会应
对这些诱惑和挑战，合理利用现代化工具学
习，而不是只顾游戏、追剧和网购等。

A 全新的征程，你或许有诸多不适应

“十年寒窗苦，一朝得解放”。针对刚刚入学的不习惯、不适应，很多

大学生都表示有共鸣，认为从高中到大学，无论学习、生活还是人际关系

都是一场彻底的“颠覆”。那么大学新生入校初期会有哪些方面的改变和

不适应呢？让学长学姐们提前告诉你。“
B 崭新的未来

你需要做好充足准备

大学生活虽然自主

灵活、丰富多彩，但如果

在毫无准备，一无所知

的情况下入学，难免会

产生多种不适和迷茫。对此，安徽大学哲

学系讲师杭功元老师（其本人常为大学新

生及毕业生做讲座）认为：“大学是青春的

关键阶段，也是人生的关键阶段。准大学

生们可在正式入学前提前熟悉校园环境，

准备好生活用品，找学长学姐提前沟通

等。”另外，杭老师从几个方面给即将迈入

大学校门的年轻学子一些寄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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