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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适应性问题普遍在大学生中存在，如果不能够妥善地解决，大学生个人和学术层面的发展都会受

到限制。本文运用大学适应性量表对大学生适应的各子维度(学习适应性、人际适应性、角色适应性、职

业选择适应性)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大学生在职业选择方面的适应性是最差的，其次是学习方面，在人

际交往方面则较高。所以本文从父母和高校层面对提升大学生适应性提出了有效建议，旨在提高大学生

适应能力，促进大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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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aptation issu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re common, and if not properly addressed, their per-
sonal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will be limited. This article uses the University Adaptability 
Scale to examine the various sub dimens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adaptation (learning adaptabili-
ty, interpersonal adaptability, role adaptability, and career choice adaptability). It was found that 
college students have the worst adaptability in career choices, followed by learning, and higher 
adaptability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effective sugges-
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arents and universities to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of college stu-
dents, aiming to enhance their adaptability and promote thei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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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适应是有关心理和行为方面构建大学生认同的过程(Quan et al., 2014)。大学生适应性(也称为

高校生适应性)是属于个体社会化范畴的概念，指的是大学生面对正在改变的环境做出适时反应和积极调

整的能力(朱华，柳丰林，吴頔，周玥，李家辉，2021)。从发展性来讲，大学生需要逐渐实现从青年到成

年的改变。这个时期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压力，如果不能够进行很好的管理，会在个人和学术层面影响学

生的发展(Restrepo et al., 2023)。所以对于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而言，对大学各方面的适应性管理及其

重要。这不仅在个人层面影响着学生的个人成长。而且在社会层面会进一步影响其未来的发展及对社会

的贡献。毕竟，大学生在环境适应的过程中需要承担社会延续的自然继承者角色，肩负作为社会开拓者

的准备工作；他们是承担技术革新、观念更新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后备军。换句话说，大学阶段是

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在身心发育、知识积累、个人能力培养等方面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也是个体完全

走向社会、独立承担社会重任的准备期。因此，做好大学生适应性的研究，不仅能够有效掌握大学生对

在校学习、生活的适应程度，而且将有利于为大学生适应性教育提供新的思路及可行性方案(成建红，任

晨宇，刘怡均，于航，2021)。 

2. 大学生适应性含义及其分类 

皮亚杰认为，适应是通过丰富或者发展主体的动作以适应客体动作变化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动态的。

需要个体依据自身对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使得心理与环境平衡的一种过程。哈特曼也有同样的理解，他

认为适应是一种表现有机体和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是这两者不断地相适应的连续运动。精神分析创始

人 FREUD 认为适应主要是依赖于自我的调节，具体包括：自我调节本我、超我和外部世界的结果(林斗

秀，2019)。 
适应在人的各个阶段都会存在，而大学生适应性就是指个体在大学期间社会化的过程。而本文主要

关注的大学生适应性维度为学习适应性、人际适应性、角色适应性、职业选择适应性。接下来对这几种

指标的含义和意义进行详细介绍。 

2.1. 学习适应性 

有学者指出学习适应性是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根据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环境等学习条件的

变化，主动在身体和心理方面做出调整，以求达到自身内部环境和外部客观世界平衡，最终达到有利于

发展的状态(冯廷勇，苏缇，胡兴旺，李红，2006)。葛明贵，余益兵(2005)指出克服困难是学习适应的重

要因素，主要是通过克服困难来保持自身学习与外界环境一致，从而获得学习效能的倾向。曾竞艳(2010)
表示学习适应性包括学习潜力、动机、明确学习目的、达到学业要求的行动和对学习环境的一般满意感。 

国内外研究发现，学习适应性在不同年级和性别上存在着差异。个性因素、环境因素、跨文化因素

是影响学习适应性的主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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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际适应性 

人际适应性是个体通过对外界人际环境的感知、积极应对并形成和谐人际关系，并获得支持的过程

(高红梅，仝宇光，孙潇，杨秀珍，2022；屠嘉俊，万娟，熊红星，张璟，2016)。这个指标被认为是社会

适应性的重要内容，在社会适应性量表中(屠嘉俊，万娟，熊红星，张璟，2016)都有体现。所以研究人际

适应性，是评判是否良好的进行了个体社会化的指标。 

2.3. 角色适应性 

角色适应性是指在面对角色地位转变的时候，能否积极地调整心理与行为表现，以符合新的角色的

要求(卢谢峰，2003)。对于大学生来说，大学生能否在进入大学生活阶段后不断转变社会角色，顺利从大

学生转变成成熟的社会工作者是大学生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条件。 

2.4. 职业选择适应性(Xu et al., 2023) 

职业选择适应，具体表现为，从学校到社会，个体需要不断地适应环境改变(Savickas, 1997)。职业

选择适应性定义为个体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具体表现为适应环境变化，处理职业问题、改变和危机

(Savickas & Porfeli, 2012)。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从身边的同学中抽取 75 名同学作为被试，进行在线问卷作答。剔除漏答，明显

乱答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64 份，有效率为 85.33%，其中男生 30 人，女生 34 人。 

3.2. 研究工具 

3.2.1. 大学适应性量表(CSAI) 
大学适应性量表由卢谢峰等编制。该量表共 66 道题，5 点记分，从“很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

别记 1~5 分，其中正向题目记正分，负向题目记负分。该量表有 7 个子维度，分别为学习适应性、人际

适应性、角色适应性、职业选择适应性、生活自理适应性、环境的总体认同和身心症状表现。量表得分

越高，表明适应情况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效度系数是 0.920。 

3.2.2. SPSS 
对数据采用 SPSS 进行分析处理，同时对量表的信效度进行检验。 

3.3. 研究程序 

我们选取了大学生的适应性这一话题作为问卷调查的主题，在调查过程中选用了卢谢峰教授的大学

生适应性量表作为调查工具。之后通过随机取样的方式确定了被试，再运用网络问卷的手段得到了研究

数据。经过 SPSS 分析后得到研究结果。 

4. 结果 

4.1. 大学生适应性的年级差异检验 

为了研究大学生各年级之间各维度以及整体适应性是否存在差异，对不同年级各维度的均值进行比

较分析。结果显示，整体适应性，本科各年级差异不显著，但本科生的整体适应性是低于研究生的整体

适应性的。大一、大三、大四的学习适应性并无显著差异，但大二学习适应性显著低于三个年级，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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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学习适应性则显著高于本科生；同时，在本科生中，大二和大四的人际适应性最差，其余年级无显

著差异。在角色适应性中，大二年级也是最差，其余年级无显著差异。职业选择适应性出现了“U”型

变化，大一、大四较高，大二、大三较低。其余维度在本科期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详见表 1)。 
 

Table 1. Test results of grade differences in adaptabili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表 1. 大学生适应性的年级差异检验结果 

年级 适应性 学习适应性 人际适应性 角色适应性 职业选择适应性 
大一(13) 3.55 (0.50) 3.45 (0.72) 3.69 (0.67) 3.63 (0.61) 3.37 (0.57) 
大二(7) 3.39 (0.73) 3.05 (1.01) 3.44 (0.90) 3.49 (0.98) 2.90 (0.43) 
大三(18) 3.32 (0.48) 3.44 (0.74) 3.26 (0.59) 3.35 (0.59) 3.02 (0.63) 
大四(7) 3.70 (3.79) 3.46 (0.43) 3.88 (0.85) 3.86 (0.65) 3.43 (0.85) 

研究生(19) 3.79 (0.44) 3.94 (0.59) 3.91 (0.52) 3.83 (0.53) 3.25 (0.53) 
平均值 3.56 3.55 3.63 3.62 3.19 
标准差 0.52 0.75 0.69 0.65 0.61 

4.2. 适应性各维度和适应性的相关分析 

将学习适应性、人际适应性、角色适应性、职业选择适应性以及适应性的总均方做相关分析，结果

表明，除了职业选择适应性相关不显著，其余各维度间显著正相关，且都与整体适应性显著正相关(详见

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variables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M SD 1 2 3 4 5 
1 适应性 3.56 0.52 1     

2 学习适应性 3.55 0.75 0.78** 1    
3 人际适应性 3.63 0.69 0.82** 0.50** 1   
4 角色适应性 3.62 0.65 0.79** 0.44** 0.77** 1  

5 职业选择适应性 3.19 0.61 0.61** 0.53** 0.40** 0.45** 1 

4.3. 讨论 

本研究借鉴了华中师范大学卢谢峰教授的研究，在卢老师的基础上对目前的大学生适应性教育做出

了调查，得出在年级方面适应性水平有较大的差异。 

4.4. 结果分析 

(1) 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大学生适应性所构想的七个维度，即学习适应性、人际适应性、角色适应

性、职业选择适应性、生活自理适应性、环境的总体认同评价、身心症状表现(笔者选择了其中的四个维

度进行研究)。研究还发现，大学生在职业选择方面的适应性是最差的，其次是学习方面，在人际交往方

面则较高。 
(2) 此前研究表明，在因素分析中，人际适应性因子都排在首位，提示人际适应性是大学生适应性结

构体系中最重要的因素，大学适应最重要的就是对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的适应。本次研究发现，大学生

人际适应性相比于其他适应性维度得分较高，表明目前大学生适应性程度较高。 
(3) 根据各分测验存在普遍年级差异的结果，对各个年级组分别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研究生和大四

毕业生在各种适应水平上最强，大一新生并非在所有适应性方面都是最弱的，相反在某些方面(如学习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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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他们的适应能力甚至超过了高年级学生。 
(4) 总体而言，大学生在职业准备方面适应性较差。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大学生的人际适应能力并

不是最差的。 

5.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1) 大学生适应性各维度之间显著正相关，并与适应性内部保持整体一致性；

(2) 大学生适应性在各个年级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学习方面。解决学学生学习适应性问题，需要家

庭和学校的共同努力，家庭支持对大学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学校维度从高中和大学两个角度时间提

出一点教育建议。 

6. 教育建议 

要解决新生适应性障碍问题，必须采取有效的教育引导机制，1) 加强家庭对大学生的支持，2) 构建

同时从高中和大学两方面入手加以培养。 

6.1. 采取适当的教养方式帮助学生进行学习适应 

第一，父母应该多采取温暖、共情的教养方式，以提高学生的学习适应性。当学生在一个温暖支持

的环境成长时对比控制性强的教养方式来说，学生可以有更良好的成绩表现(Amato & Fowler, 2002)，他

们的心理社会发展能力也会更强(Lamb, 2012)。而控制型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适应，这是因

为当这类父母对学生的发展不自信的时候，这样会压抑学生对竞争的需求(Joussemet et al., 2008)，而且这

种教养方式更容易培养出有自杀倾向和反社会人格，这对适应大学都是不利的(Madu & Matla, 2003)。温

暖共情的教养方式在如何做包括以下几点。1) 晓之以理，当学生遇到学习上的困惑或挫折时，父母不应

该以高压态度逼迫学生学习，而是需要通过摆事实和讲道理的方法，辅助学生进行自身的学习作业。2) 动
之以情，父母首先要和孩子们保持良好的感情链接，父母对孩子保持关注，这样孩子才能听进去父母的

话，更容易将正确的价值观传递给大学生。3) 树立大学生独立人格的观念，大学生时期已经开始个体社

会化，家长需要尊重孩子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这样大学生才会对自己的学习更加自信、更愿意尝试

新鲜事物，增强对自己学习规划的掌控能力。第二，父母应该采用自由支持的教养方式。有研究表明，

自由支持的教养方式和良好的大学生适应积极相关(Grolnick et al., 2000; Vansteenkiste & Ryan, 2013)。具

体来说，使用自由支持的教养方式的父母会使他们的孩子更自信，这会使刚成人的孩子在处理类似于大

学适应的挑战性时更加游刃有余(Katz & Somers, 2015; Soenens et al., 2015)。 

6.2. 不同阶段的学校支持 

6.2.1. 高中阶段要加强对学生适应新环境能力的培养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中，我们应从高中与大学衔接、促进学生生命成长的视角透析高中教育

可能的改革方向(黄兆信，李远煦，2010)。 
在高中教育阶段，强化学生自立能力的培育显得尤为重要。首要任务是，教育应注重激发学生的学

习自主性，为他们创造更多的自我管理空间，使他们能够独立地思考与决策关于学习内容、方式和时间

的问题。接着，高中教学应平衡学生面临的大学入学考试与其个人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当前，高中教

育过分聚焦于提高大学录取率，主要集中在训练学生掌握应试技巧，而忽略了培养学生个人成长和终身

学习的能力。此外，高中阶段还应为学生提供自我发展的机遇。从提升高中素质教育的视角出发，我们

应将高中生活的主导权交还给学生，让他们自行探索和决策，通过亲身实践来学习如何合理安排时间与

空间，如何社交，如何了解自我与外部世界，并在此过程中学习自我规划与实现，承担责任，努力追求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5294


乔已芫 等 
 

 

DOI: 10.12677/ap.2024.145294 137 心理学进展 
 

个人的自由、独立与卓越。 
因此，高中教育改革应进一步加强，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高中教育不只是通往大学的桥梁，更

是学生个人成长的关键阶段。为此，应首先丰富高中生活，推动学生的全面成长。教育旨在帮助学生成

为更完善的人，具有多元的表达能力、丰富的人格以及能够在家庭、社会和职业中承担各种角色和责任

的能力。高中阶段的课堂教学应关注于扩展视野、创新教学方式、深化学科内涵以及促进跨学科融合。

同时，应致力于培养具有主动性的个体。进一步，高中教育还需有意识地与大学建立联系，向大学提供

准确的学生信息，同时也为学生的未来学业和职业发展提供支持，包括开设相关课程、专题教育和组织

实地考察等。建议安排大学教师在中学授课，并定期邀请中学教师到大学学习如何开展研究性课程，同

时在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加强中高等教育之间的交流。 
此外，高中阶段还应加强对学生高考志愿填报的引导。高中所传达的信息将直接影响学生对未来的

预期及其生活状态。目前，由于高中和大学之间的衔接不足，尽管表面上高中看似重视高考志愿填报的

指导，实际上在人力和资源的投入上还远远不够，缺乏一个完善的指导体系。高中教师应主动收集和传

达大学信息给学生，而大学也应积极介入高中，向学生介绍大学专业、地区经济发展趋势以及个人发展

等信息，帮助学生全面了解大学，做出理性的专业选择，为其大学生涯做好准备。 

6.2.2. 大学要实行有效机制引导新生缩短适应期 
大学应着重关注帮助新生顺利适应大学生活，通过建设持久的教育机制，指导他们在学习、生活及

心理层面上跨越障碍，顺利步入大学生活的轨道。 
首先，对新生进行的开学教育非常关键，以确保他们能从高中顺畅过渡到大学。目前已有诸多院校

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并取得一些成果。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新生认为学校应加强对新生的开学教育，

他们大多数人认为这种以学业为导向的教育对自己大有裨益，特别是在增强学习动力、提升学习策略和

提高社交技能方面；同时，还应举办各种校园文化活动，鼓励新生养成积极向上的生活习惯；进行心理

健康教育，增强新生的自我管理和适应性。 
推行“导师计划”，以培养新生的专业观念。(1) 通过实施导师计划，辅助新生发展坚定的职业意识。

导师们可以向他们负责的学生详细讲解专业基础知识和最新趋势，积极回应学生提出的疑问，并邀请他

们访问实验室，激励学生投身于科研活动中，从而加深他们对专业的认识。(2) 创建学习指导体系，提供

学习技巧的辅导。首先是充分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帮助学生在课程选择、专业决定以及规划未来学业

和职业生涯等方面得到有效的指导；其次是辅导新生迅速适应大学的学习环境，让他们了解大学课程的

特点，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再次是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基础、兴趣和优势选择合适的课程，设定明确

的学习目标；最后是进行职业指导，协助学生早期规划职业道路。(3) 辅助学生心态调整。对于新生而言，

大学生活充满挑战和困难，远超过新鲜感和兴奋。导师通过组织多种活动，辅助新生正面看待新环境，

寻找个人定位，帮助他们快速融入大学生活。(4) 构建学生和导师的正向关系。研究表明，Wang et al. (2022)
等表明当学生和导师有更良好和紧密的关系，例如高强度的信任、沟通和支持等表现。学生更容易积极

适应推进工作。导师–成员交换理论也阐明了这一点。如果一个下属和他的领导保持高度交换关系，下

属会被认为是内部人员；这样会被领导给予更多的资源和帮助。而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就符合这个理论图

式。获得更多支持和资源的学生能够更好地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和对待在学业上的挑战。 
实行“导生制”，利用优秀的在校生为新生提供帮助。通过从新生入学伊始便启动辅导生计划，安

排经验丰富的学长与新生一对一配对，全面辅导新生，以缩短他们的适应周期。首先，建立一个支持平

台，扩展以学长为主导的教育范围，激发新生的积极参与和主动学习，使得学长引导成为新生迫切需要

的一部分。接下来，培养学生的群体归属感和合作精神，鼓励学生开放自我，融入大集体中，创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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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交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正向环境；同时，加强对学生活动场合如课室、寝室、食堂、社团及

实验室等的文化氛围建设，将其打造成为朋辈教育的理想空间。此外，提升辅导生团队的责任感，充分

利用优秀学生的示范效应，鼓励他们主动参与，持续改善和丰富能够促进学生间相互启发和鼓舞的教育

环境。学校通过指导课程的设置构筑家校联合，促进大学生发展(Daniels et al., 2018)。学校可以发邮件给

父母告知他们如何能够对学生有更强的支持性，同时让父母参加学校的定向计划项目，在这种情况下，

父母可以更好地理解学生们心理健康和调整时所面对的困难。 
通过职业规划课程的指导，帮助新生设立学习和职业目标，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课

外心理课程应该包含归因训练，以帮助学生正面积极地面对学习挑战，增强他们的逆境应对能力，从而

提升学习的积极感受和减少消极体验，建立积极情绪与学习之间的联系。 
最后，建立一个全面的社会支持系统，形成一套解决新生适应性问题的长期工作机制。面对新生在

学习、生活和心理上的适应难题，大学可以设立专门的支持中心，例如新生训练营和心理发展项目，帮

助新生迅速适应大学环境；大学还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专门针对新生的政策；针对生活适应难题，特

别是对群体性适应问题，应加强健康与安全管理，以预防和减轻新生适应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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