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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of outward bound on adaptive education of college fresh-
men by selecting 4000 students from the 2015th freshmen of Yangtze University randomly to sub-
jective report the effect of outward boun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indica-
tors of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levels were all above 90%; the scores of males at the 
degree of confidence, understanding and satisfa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
males. The scores of cohesion were the other way around. And on the degree of confidence, sin-
gle-chil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n-single child; the rural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owns and cities. The satisfaction level between different subject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gricultural freshman were the highest and literature and history were the lo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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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某省属综合高校2015级新生为研究对象，调查了素质拓展应用于高校新生适应性教育的效果，

随机选择了近4000名新生主观报告了新生素质拓展活动实施的效果。结果显示：各项指标的满意率和满

意度水平均达到90%以上；其中男生在信心度、了解度和满意度水平上得分均显著高于女生，女生在凝

聚度上得分显著高于男生，且在信心度上，独生显著高于非独生，农村新生高于城镇和城市新生；不同

学科之间的满意度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农科类新生最高，文史类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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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素质拓展训练是一种体验式学习，起源于二战时期的英国，由库尔特哈恩(Kurt Hahn)创建的一种体

验式的培训，最初是用于训练海员的海上生存能力和船触礁后的生存技巧，经过后来的演变和发展，现

多用于团队建设和素质养成。它是通过完成一些特定的项目，并随参与者对项目事件、过程、结果的完

成情况进行觉察，引导团队成员进行分享思考的体验过程。已有研究发现通过这种体验式培训项目，能

够帮助大学生激发潜力，增加班级活力、创造力和凝聚力，进而达到提升心理素质的目的[1]。 
素质拓展具有一定的心理学理论基础。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学生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

经验，从而达到行为改变的过程，素质拓展恰恰就是一种能够引起自身建构经验的过程；认知主义则认

为，认知发展是受三个基本过程影响的：同化、顺应、平衡，人类智慧的发展是通过人类主体的认知结

构与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的经验之间的“同化”与“顺应”的相互作用(即活动)而实现的，而素质拓展的

过程就是认知结构重新达到平衡的过程；人本主义把学习分为无意学习和有意学习，素质拓展就是一种

有意义的学习，它是一种使个体的行为、态度、个性发生积极变化的学习，强调学生的参与性、主动性、

渗透性和有效性，尊重每个学生的个体感受，让体验者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学生通过亲自体验和感

受，从开始的难以为继到后来恍然大悟，再到最后的分享总结，达到体验者主体性的宗旨，指导者主要

为学生提供学习的环境和资源，引导体验着进行分享，营造一种积极主动的氛围。因此在理论上素质拓

展对新生适应性教育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近年来，素质拓展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学校教育中。从 2002 年起，北京大学率先将素质拓展作为一门

课程引入学校，深受学生的喜爱。此后，许多高校也开设了不同形式的素质拓展课程。这种新形式的教

育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重理论、轻体验，重形式、轻结果，重说教、轻行动

的现状。许多研究发现心理素质拓展训练有利于提高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使其更快地适应大学生

活[2] [3]，有研究运用文本质性分析的方法发现在高校中开展素质拓展训练能够对大学生认知品质、个性

品质和社会适应性产生全面而均衡的影响[4]。 
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践基础，在新生中开展素质拓展有利于新生尽快融入大学生活，为以后的学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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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奠定坚实的素质基础。以往研究的研究对象选取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次研究对象涵盖了不同的学

科专业，研究结果具有相对的代表性，主要考察素质拓展应用于新生适应性教育的效果以及学生对这次

活动的主观满意度。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某省属综合高校 2015 级本科新生，素质拓展活动结束后，每个班级随机选择的二十名左右同学填写

素质拓展反馈问卷。发放问卷 4000 份，最终有效问卷 3776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94.4%，其中男生 1817
人，占调查人数的 48.1%。 

2.2. 研究工具 

自编的素质拓展反馈表。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素质拓展对新生适应性等是否有了积极的影响，自

评题目如下：本次素质拓展活动帮助我更快的融入了班级(融入度)，让我增强了自信心(信心度)，让我更

加了解信任周围同学(信任度)，增强了班级的凝聚力(凝聚度)，增加了对自己的了解(了解度)，在“非常

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七点量表上进行选择；新生对素质拓展活动的满意度和新生对教练表现的自评，

在“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七点量表上进行选择。 

2.3. 研究程序 

制定新生素质拓展训练方案。由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根据新生的志愿兴趣、专业性质和男女比例，分

为五个类别：理工类、农科类、公共类、文史类和石油类，且针对性的制定了相应的五套素质拓展方案

书，全部项目操作书共计十一个大类。系统的对学生教练进行理论教学、实地训练和项目训练共三轮计

180 个学时的培训。对新生进行为期一整天的素质拓展训练，六天的时间完成了全校 2015 全部本科新生

的素质拓展训练。 
具体方案简要介绍如下：1、开营之前的学生宣誓，简单的军事训练，主要目的是营造氛围，锻炼体

能，强化纪律；2、开营阶段为培养班级的团队意识，培养他们的集体归属感和荣誉感，选取队长，同时

在队长的领导下制定队名、队歌，队徽，口号、团队 pose；3、正式项目开始之前，为了增进新生的熟悉

性，进行一两个破冰游戏，作为热身活动；4、正式项目包括勇闯盘丝洞、盗梦空间、驿站传书、共同进

退、立体书法等十一个大项，在每个项目完成之后都要进行回顾做阶段分享，全天项目做完后引导学生

做最终分享；5、最后是毕营阶段，设置留言板描述拓展体验。 

2.4.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主要方法为描述性统计，T 检验和方差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总体描述统计结果 

新生主观报告了三个方面的自我评定：素质拓展的积极影响效果评定，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

同意”七级量表上进行评定，具体结果见表 1；素质拓展满意度的评定，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

意”七级量表上进行评定，具体结果见表 2；教练表现的满意度评定结果，在七级分值进行评定，具体

结果见表 3。 
由表 1 可知，新生对素质拓展积极影响的各项指标满意率均达到了 90%以上，这说明素质拓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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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ratio level of evaluation to affection of outward bound from college freshmen 
表 1. 新生对素质拓展的影响效果评价的比例水平(%) 

项目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有点不满意 不满意 有点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率 

融入度 0.8 0.1 0.2 0.7 3.3 26.5 68.3 98.1 

信心度 0.7 0.4 0.6 3.3 10.7 31.0 53.2 94.9 

信任度 0.8 0.2 0.3 1.1 6.3 25.2 66.2 97.7 

凝聚度 0.7 0.2 0.1 0.5 2.5 19.6 76.4 98.5 

了解度 0.9 0.6 0.7 5.0 10.8 30.5 51.5 92.8 

 
Table 2. The ratio level of evaluation to satisfaction of outward bound from college freshmen 
表 2. 新生对素质拓展满意度评价的比例水平(%) 

项目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有点不满意 不满意 有点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率 

同伴满意度 0.4 0.2 0.5 2.2 5.0 33.6 58.0 96.6 

自我满意度 0.4 0.7 2.8 3.4 15.5 37.1 39.9 92.5 

教官满意度 0.3 0.0 0.2 0.4 1.6 17.2 80.2 99 

总体满意度 0.4 0.1 0.2 0.6 2.0 24.6 72.2 98.8 

 
Table 3. The ratio level of evaluation to coach from college freshmen 
表 3. 新生对教练表现的评价比例水平(%) 

项目 ≤70 70 - 75 76 - 80 80 - 85 86 - 90 90 - 95 96 - 100 ≥85 

教练熟悉度 0.2 0.1 0.2 1.6 3.0 17.1 77.8 97.9 

教练分享度 0.2 0.1 0.2 1.0 3.0 16.1 79.3 98.4 

总体评定 0.3 0.1 0.2 0.9 3.0 21.4 74.2 98.6 

再次意愿度 1.7 0.4 0.7 2.4 5.0 19.5 70.3 94.8 

 
对新生适应性教育显示出了积极的意义和趋势。 

由表 2 可知，新生对素质拓展的总体满意度达到了 98.8%，其中对教官的满意度最高，达到了 99%，

对自我的满意度最低，这可能说明相比对周围的人的表现，新生对自己要求较为苛刻。 
由表 3 可知，新生对教官分享度和熟悉度的评定大于等于 85 分的比例达到了 97.9%和 98.4%，另一

方面在总体评定中，95.6%的新生给予了 90~100 的评分(满分 100)，说明教练的表现受到了新生的欢迎。 

3.2. 不同群体统计结果 

为了分析不同群体之间的评价差异，分别统计了不同群体新生对素质拓展自我报告的结果，包括三

个维度，十一个方面的评定结果，以及总体主观满意度结果，具体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4、表 5。 
由表 4 可知，男女大学生自我报告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积极素质维度，男生的信心度和了解度

自评得分高于女生，在融入度、信任度和凝聚度上女生自评得分较高，且在信心度(t = 2.85，p = 0.004 < 
0.001)、凝聚度(t = −3.24，p = 0.001 < 0.01)和了解度(t = 2.39，p = 0.017 < 0.05)上达到了显著差异，说明

素质拓展活动对男生自信心的影响大于女生，且男生自我报告对自己的了解度高于女生，但是相比于男

生，女生会认为素质拓展更能够增强班级的凝聚力；在满意度这一维度，男生报告出的对同伴和自己的

满意度要高于女生，且在自我满意度(t = 2.70，p = 0.007 < 0.001)上达到了显著差异，说明男生对自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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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self-evalua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populations 
表 4. 不同群体新生自我报告评定结果(M) 

类别 
积极素质 满意度 教官 

融入度 信心度 信任度 凝聚度 了解度 同伴 自我 教官 熟悉度 分享度 意愿度 

男生 6.57 6.33 6.50 6.64 6.25 6.45 6.07 6.75 6.69 6.72 6.47 

女生 6.58 6.23 6.54 6.72 6.16 6.42 5.97 6.75 6.68 6.71 6.48 

独生 6.57 6.32 6.53 6.67 6.24 6.45 6.04 6.76 6.71 6.73 6.44 

非独 6.58 6.25 6.52 6.69 6.19 6.42 6.01 6.75 6.67 6.70 6.50 

农村 6.60 6.30 6.55 6.72 6.23 6.44 6.01 6.77 6.68 6.71 6.49 

城市 6.54 6.23 6.48 6.64 6.18 6.41 6.00 6.72 6.67 6.71 6.47 

乡镇 6.53 6.29 6.49 6.62 6.18 6.43 6.07 6.74 6.72 6.75 6.42 

理工 6.55 6.26 6.49 6.67 6.16 6.44 5.97 6.74 6.67 6.70 6.38 

农科 6.70 6.45 6.68 6.78 6.36 6.52 6.17 6.84 6.71 6.77 6.67 

公共 6.61 6.26 6.56 6.71 6.22 6.46 6.00 6.79 6.70 6.71 6.53 

文史 6.44 6.11 6.35 6.58 6.05 6.26 5.86 6.65 6.67 6.68 6.35 

石油 6.62 6.38 6.57 6.70 6.34 6.50 6.21 6.74 6.70 6.75 6.55 

 
Table 5. The subjective satisfaction results of outward bound from different populations 
表 5. 不同群体新生对素质拓展总体满意度的自我报告结果(M) 

项目 男生 女生 独生 非独生 农村 乡镇 城市 

总体满意度 6.63 6.68 6.64 6.67 6.67 6.66 6.63 

项目 理工 农科 公共 文史 石油  

总体满意度 6.64 6.77 6.69 6.54 6 .68  

 
现的满意度高于女生；在对教练评定的维度上男女生之间没有差异。且男女新生在对同伴、自己和教官

表现的满意度和再次参加的意愿度存在不一致的现象。 
独生和非独生新生自我报告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只有在信心度(t = 2.05，p = 0.04 < 0.05)达到了

显著差异，说明素质拓展活动对独生新生的自信心的影响要大于非独生新生。不同生源地新生自我报告

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在融入度(F = 2.88，p = 0.05)和凝聚度(F = 5.39，p = 0.005)上达到了显著差异，

事后比较发现：来自农村的新生自我报告信心度和凝聚度得分均显著高于来自乡镇和城市的新生，说明

来自农村的新生可能受到素质拓展活动的积极影响最大，其他方面则不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学科新生自我报告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积极素质这一维度，农科类新生自我报告素质拓展

活动对积极素质的影响最大，文史类学生自我报告得分最低；在满意度维度，农科类新生对同伴和教官

表现的满意度最高，石油类新生对自我表现的满意度最高，文史类新生对同伴、自我和教官表现的满意

度均是最低的；在对教官评价这一维度，农科类新生对教官的评价最高，再次参加素质拓展的意愿度最

高，文史类新生对教练的评价最低，再次参加的意愿度最低。 
由表 5 可知，不同群体新生对素质拓展活动的总体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女生对素质拓展的

满意度显著高于男生(t = −2.29，p = 0.022 < 0.05)；不同学科新生的总体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F = 9.433，
p = 0.000)，农科类新生的总体满意度最高，文史类新生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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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启示 

从描述统计结果来看，新生自我报告素质拓展活动的积极影响和多项满意度指标都显示出了良好的

效应。我们认为，在新生中系统开展素质拓展活动深受大学生热捧，也许这种形式的入学适应性教育更

符合当代大学生成长的诉求。现代社会对心理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单纯的身体素质的训练远不足以适

应这个社会，结合当代大学生的认知和心理特点，采取素质拓展的形式，摆脱了以往枯燥的体验，融入

了心理学原理和体验式教学的因素，更能激发同学们的参与度和合作度，提升多项积极素质[5]。本研究

证实了素质拓展在一定程度上对新生积极素质的影响是积极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自信心和适应性。

从素质拓展训练具体活动上来讲，完成每一项活动需要团队成员的积极投入和协作。任务受挫时，通过

引导成员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不断的思考和反思，同时在分享环节，每个人都能够坦诚的表达自己的感

受和想法，这种体验式的学习让彼此深刻的学会了如何与同伴相处，如何去理解同伴的感受，如何与同

伴沟通。这种自我体验和主动学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个体成长，进而为他们积极的度过大学生活奠定

了基础。 
不同群体之间的新生自评结果呈现出一定差异。男生较高的对自己的信心度和了解度和女生较高的

凝聚度和信任度，说明男生积极评价了素质拓展活动对自身心理素质的影响，而女生则较高的评价了素

质拓展对团队整体的影响，且男生报告的对自己的满意度也高于女生的自我满意度也印证了素质拓展的

影响的性别差异。有意思的是，男女生的满意度水平和再次参加的意愿度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有待于后

续调查和实验进行探讨。在是否独生和生源地上只有信心度上发现了统计上的差异情况，说明素质拓展

活动可以显著提升独生子女新生和来自农村新生的自信心。在不同学科新生中，农科类新生反馈最为积

极，文史类新生报告满意度最低，可能与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 
除此之外，素质拓展活动的组织情况、教官印象以及总体评价的调查结果显示：从横向来看，相比

于其他项目，组织情况一项，同学们的积极评价相对较低，说明教官对整个项目的控制能力有待于完善。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在什么时候去引导，以什么的方式去引导，如何回应同学们的反馈，如何对待那些

自觉边缘化的同学，是教官需要不断学习总结和反思的关键所在。但是，同学们对教官的积极评价的比

例达到了 99%，说明这批学生教官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这次教官基本是我校大二大三在校学生，他们

和新生之间的相处和沟通基本没有障碍，生活中的关注点基本相同，比较容易获得彼此的认同；另一方

面，作为学长的教官，他们也许更深刻的理解到素质拓展对于新生的积极意义，以身示范，树立了优秀

的榜样。调查问卷中的意见和建议中，绝大部分同学表示，这次拓展活动一天的时间有些短，很多学生

表示意犹未尽，同时建议在平时多开展类似的拓展活动，因此我们认为，今后的工作方向应该逐步完善

我校素质拓展训练的培训和活动体系，回应同学们的现实期待。 
近年来积极心理学思潮逐步升温，心理学家更加关注人们积极的心理品质，诸如自信、幸福、乐观

等，他们主张发现人们自身的积极的心理优势。素质拓展活动就是一项让同学们发现自己积极的心理品

质的体验活动，同学们在活动中发现自己之前没有觉察的到的能力和优势，同时又可以从其他学生身上

学习到他们的优势，经过这种适应性教育形式提升了他们多角度多层次的看待事情的能力。把素质拓展

活动应用于高校新生适应性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项成功的探索和实践，值得进行全面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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