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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新生入学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教育成效直接影响到大学生整个大学阶段的思想、学习、生活以

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将团体辅导作为实现形式贯穿入学教育中，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形成基于团体心理辅导技术构建的精准化主题

式新生入学教育新模式，精准解决新生所面临的困惑，更好地满足新生的不同需求，提升入学教育成效，促进青年学生学会生存

生活，更加主动、自信地适应社会。同时，在新生入学教育中广泛开展心理团体辅导，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存在的适应性问题，

预防新生适应性问题引起心理危机。

【关键词】精准化主题式新生入学教育；团体辅导

【基金项目】西安航空学院 2021 年校级高等教育研究项目（2021GJ2024）。

【中图分类号】G4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74（2022）14-000242-03

一、新生入学适应性教育的背景及意义

作为“大学第一课”的新生入学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起点和重要环节（任少云 , 2019），教育成效直接影响到大

学生整个大学阶段的思想、学习、生活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蔡

爱萍 , 张吉国 , 郑红芬 , 2018）。目前主要是通过开学典礼、讲座、

班会、交流会、参观等形式开展校史校情、专业认知、日常生活、

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初步指导，引导并帮助大学生完成角色转变

（童思思 , 2016），适应大学环境、养成良好的习惯以及做好大

学生涯乃至人生规划（任少云 , 2019; 董文伟 , 2020; 吴文龙 , 陈

小娟 , 2009）。从积极心理学角度而言，上大学是一个积极事件，

即学生通过了高考的考验，实现了从父母老师的监督管理到个

人的独立自主，完成了心理断乳期；但新生入学对大学生而言

也是一个应激事件 ( 陈福侠 , 樊富珉 , 2014; 樊富珉 , 2016)，远

赴异地求学的环境变化，参与集体的生活方式变化，独立探索

的学习方式变化等都容易使其心理发生急剧变化 ( 宋斐 , 2007)，

部分学生会出现适应困难，产生较高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 张晖 , 

2016)，心理健康水平就会越低 ( 张莉 , 钟向阳 , 2009)，甚至会

产生严重心理问题。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 18-22 岁是自我同

一性形成的关键期，也是心理断乳期，这一时期影响着大学生

健全人格的塑造，这一时期的大学生通常比较关注自我，对他

人的评价较为敏感，如果情绪长期压抑得不到倾诉和疏导，会

使其成为心理问题的易感人群，容易出现厌学、焦虑、易激惹

等问题。因此结合心理辅导开展新生入学教育也是预防新生适

应性问题引起心理危机的重要路径（李帅英 , 曹秀芬 , 何丽英 , 

孙义明 , 2009）。

合理有效地开展新生入学教育关键是要在其特定心理发

展特点的前提下深刻认识其衔接性、导入性的特征，发挥其

主观能动性从而解决新生入学“适应”的核心问题（任少云 , 

2019）。如今的大学新生均是“00 后”，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自我意识强烈，他们多为独生子女，在家中较为宠溺，所处的

物质环境比较优越，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家庭环境良好，

很多人是上了大学后才开始住宿舍过集体生活的，因此其表现

出自我观念较强、责任与担当意识较欠缺，思想单纯、抗压能

力较弱等特点（耿楚惠 , 王如晨 , 2021）。千禧一代的他们被称

为“网络原著居民”和“触屏一代”，愿意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宣

泄情绪，需求随着网络呈现出碎片化、多维度、易变化的特点，

长此以往，回避现实人际交往，逃避现实的挫折，产生厌学情

绪，甚至出现社会功能受损（浦昆华 , 安丹丹 , 2021）。但他们

大都又有个性化的价值追求、自主化的学习方式、网络化的娱

乐生活、理性化的处世态度以及务实化的人生理想（赵会利 , 

2016），因此，现有的入学教育已经无法满足其个性化需求（娄

可可 , 2019, 王冠 , 于蕾 , 2020; 王海建 , 2018）。

二、新生入学教育引入团体心理辅导形式的意义

在现有高校开展的新生入学教育中内容中多偏实用主义，

通过讲座等形式向学生灌输一些专业认知及规章制度等方面的

共性内容，学生大多为被动接收信息，在此过程中对学生关注

的个性问题泛泛而谈，很难有针对性开展教育与引领工作等问

题。然而新生的共性需求固然重要，但由于新生个体的差异最

终能够引起新生思想行为变化的应是新生个体差异性需求满足

的程度以及作为个体的新生其个性能否被尊重和被释放，因此

新生入学适应性教育的实效性因被动接受信息而大大折扣，不

利于其完成思想、心理与行动上的逐渐过渡与适应。在高校新

生入学教育中，满足新生个体差异性的多样化需求是有效提升

新生入学教育效果的关键所在，能够快速消除新生面临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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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和加速新生思想和行为的转变。

心理学的团体辅导因其主题性、趣味性、互动性的优势，

参与者可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使个体在交往中观察体验，

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而认识和探索自我、调整与他人的关系、

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王娟 , 李勇 , 2004; 张新奎 , 2010; 樊

富珉 , 何瑾 , 2016; 郑荣 , 2012），在团体活动中激发团体成员之

间的心理契约功能，实现对团体的认同感（任少云 , 2019），促

进良好的适应与发展的助人过程（王强 , 2011）。新生大部分都

有着适应集体的意愿，团体辅导可以在短时间内为新生提供一

个社交平台和合作场景，大家在这个新环境中去相互认识、增

进交流、促进合作、卸下心理防备、增进信任，通过活动来营

造轻松愉快的氛围和较强的感染力，提升小组的凝聚力，建立

自己对集体的归属感。学生在团体活动中激发班级成员之间的

心理契约功能，引导新生探索自我与转变角色，顺利度过入学

适应时期，融入和热爱新环境，实现新生对班级的认同感，顺

利完成角色转换。由小的班级这样的团体向社会这样的大团体

延伸，可培养大学新生对学校及社会到国家的信任与归属感（王

强 , 2011）。

三、精准化主题式新生入学教育模式的提出与特点

杨兆强和辛艳伟在此基础上提出精准化主题式新生入学教

育模式，借鉴心理学中结构化团体辅导的形式与优势，将新生

困惑分主题归类整理，而后进行分类指导，满足新生个性化需

求（陈岸涛 , 马娟 , 2008; 杨兆强 , 辛艳伟 , 2020）。精准化主题

式新生入学教育，充分体现了小课堂中蕴藏着大道理，能够精

准解决新生所面临的困惑，更好地满足新生的不同需求。 基于

团体心理辅导技术构建的新生入学教育模式，内容科学化、规

范化、操作性强，评价标准清晰，依据其主题性、趣味性、互

动性的优势，在开展新生入学适应性教育的过程中设计不同主

题的团体辅导，分类解决新生存在的个性化适应性问题（任少

云 , 2019）。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00 后”大学生的特点为依据，将团

体辅导形式融入精准化主题式入学教育中，通过分类指导，有

针对性地解决学生存在的适应性问题，使入学教育真正入耳入

脑入心入行。

四、新生入学教育团体心理辅导设计、实施与评估

为了更好地掌握新生在入校时的个性化需求及存在的适应

性困扰，做到精准化指导，我们分别在 2020 级和 2021 级学生

中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对新生入学期间存在的问题

及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提

取出此次精准化主题式团体心理辅导的主题设定，分别为人际

适应、团队合作、自我探索、情绪与压力管理、时间管理与生

涯探索（王强 , 2011），据此设计团体心理辅导的各环节活动。

根据团体动力学理论，团体辅导可使团体成员间形成互动，每

个学生既是“求助者”又是“助人者”，通过相互影响的多视角

学习，实现自助和互助（王娟 , 李勇 , 2004;  张新奎 , 2010; 樊富

珉，何瑾 , 2016; 郑荣 , 2012; 张菁 , 2015）。

为确保新生入学教育时效，团体心理辅导共计 6 次，每周

1 次，每次 100 分钟。

1. 实施对象。西安航空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2021 级新生，共

346 人，10 个班，其中 5 个班作为实验组实施团体辅导，其余 5

个班作为对照组参与学校日常新生入学教育活动。

2. 辅导方案。2021 年 9 月至 11 月完成 2021 级新生入学教

育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共分为 6 次，每次 100 分钟，活动地点

为教室。团体以 30 人左右的自然班为单位，属于同质性团体。

活动设计以户内活动为主，注重趣味性，以吸引学生参与。设

计理论是人本主义和群体动力理论，以促进学生的自我发展为

特征，强调重视学生的创造力、潜能的发挥和自我实现。具体

活动方案及设计见表 1。

表 1  新生入学适应性团体心理辅导设计方案

分目标 活动设计
团辅主

题
团辅活动

初步建立温馨安全、真诚
信任的团体气氛；拟定团
体规范，建立团体的共识

与默契。

在集体智慧
下陪伴成长

团队初
建

粘口香糖

滚雪球

组徽组歌

旱地冰壶

通过活动，增进成员间的
了解，运用言语与非言语
沟通的方式进行团队协

作，达成目标任务，同时
让成员在团队合作中学会

担当。

搭建一座沟
通的桥梁

人际沟
通

排排队
谍报战

无家可归

和我一样

通过向内的自我探索与他
人评价，帮助学生完善自
我认知，明晰自我的独特
性，引导其正确看待自

我，建立自信。

遇见更加自
信的自己

自我探
索

我的自画像	
不一样的自

己	
假如我是	
戴高帽子	

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并接纳
各种情绪，通过任务解锁
提高自身对挫折的心理承

受力。

拥抱情绪，
与压力共舞

情绪与
压力管

理

乌鸦和乌龟	
喜怒哀乐

鸡蛋变凤凰		
心有千千结

通过活动理解时间管理的
实质是生命管理，理解生
命的意义与价值，学会规

划。

在流逝时光
里逐梦奔跑

时间管
理

墓志铭
生命线	

撕纸条	

通过活动帮助学生引发生
涯自主意识与责任，对职
业生涯有比较清晰的认

知，初步确定职业发展方
向。

未来在我手
中

生涯探
索

生涯彩虹图
我的职业梦

想

价值观交换

3. 问卷评估。采用《心理适应能力测试》在团体辅导实施

之前对其适应能力进行测试，问卷包含 20 个题项，采用 3 点计分，

“-2”表示不符合；“0”表示无法肯定；“2”表示符合，单数

号题反向计分；双号题正向计分，所有得分相加，即为总分（樊

富珉 , 2016）。采用欧阳娟 (2012) 编制的《大学新生适应性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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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Q) 在团体辅导实施之后对其适应能力进行测试，问卷包含

35 个题项，5 个维度：情绪适应性、人际适应性、对大学的总

体评价、对大学的认可程度和学习适应性，5 点计分，1-5 分别

表示很不符合 - 非常符合。

4. 结果解释与评估。通过对 2021 级新生团体辅导前后的

适应性水平差异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见表 2。由表 2 结果可知，

精准化主题式新生适应性团体辅导对于新生入学适应性有显著

成效。

表 2  2021 级新生适应性水平差异分析

前测（N=160）后测（N=160） t
实验组

（N=80）
-3.58±9.21 3.51±0.45 -6.59***

对照组
（N=80）

-4.68±8.24 3.44±0.56 -8.27***

t 3.96*** 4.30***

注：*** 表示 p ﹤ 0.001

五、启示

本研究创新高校新生入学教育模式，将团体辅导作为实现

形式贯穿其中，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形成基于团体心理辅导技术

构建的精准化主题式新生入学教育新模式。精准化主题式教育

形式可精准解决新生所面临的困惑，更好地满足新生的不同需

求，提升入学教育成效，促进青年学生学会生存生活，更加主

动、自信地适应社会。同时，在新生入学教育中广泛开展心理

团体辅导，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存在的适应性问题，预防

新生适应性问题引起心理危机（李帅英 , 曹秀芬 , 何丽英 , 孙义

明 ,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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