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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教育模式在高校新生入学教育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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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刚进入高校的学生们正经历着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在陌生的环境中面临着全新人际关系的挑战，需要一

定的自律和自主性等，以应对新学习内容下产生的压力。这时，高校新生入学教育凸显出自身优势，也是生活教育中

重要的一部分，为了缓解新生入学后的心理压力和不适感等，高校开始将体验式教育模式应用其中，旨在帮助学生尽

快地适应高校生活。教师根据新生心理特点在换位思考的前提下，组织多样化的活动，使新生有更多机会认识校园，

在愉悦的气氛下认识自我并勤于思考，通过所学知识去探究更多内容，提高本领并逐渐成长为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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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前，我国高校新生入学教育这方面凸显出诸多的问题，需要教师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寻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为

此，高校鼓励教师创新，使之看清未来发展趋势，及时转变理念，运用体验式教育模式为新生营造出愉悦的气氛，解

决学生切实的心理问题并满足其真实的需求，让学生产生归属感，在新颖地体验中形成正确的观念，规范自身行为，

做到健康成长[1]。高校不断探索着体验式教育的优势并了解新生的特点，优化着教育手段，以符合新生入学教育的要

求，更好地发掘学生的闪光点，提升其学科素养，做到全方位的成长。

二、我国高校新生入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新生刚进入高校生活，在陌生的环境里容易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同时在人际交往方面也遇到困难，整体的状态不

佳，行为有可能失范[2]。以往的入学教育模式略显落后，与学生的实际情况脱节，无法全面地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

缺乏一定的针对性。部分高校在进行入学教育时只注重开学的一个月时间，面对校风、校规、疾病预防、生活及安全

等繁多的入学教育内容，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出现目标不明确的情况。对于新生入学教育高校没有做到长期地开

展，使教育力度不足，难以在学生内心形成较强的影响力，需要通过体验式教育来解决现存的问题。

三、体验式教育模式的概念

体验式教学是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自主探究方式，可以通过创设相应的情境使学生在亲身的经历中形成一定的知

识框架，增长自身见识的同时体会到知识的魅力，产生一定的情感，主动融入校园环境获得相关的经验，在思考中

提升发展能力。高校在进行新生入学教育时，可以结合体验式教育从新生的真实情感和成长特点等方面考虑，鼓励教

师与之进行较为深入地互动，通过情境、游戏和多样化的活动使学生敞开心扉，更好地接受新的校园生活，形成一定

的归属感和认同感[3]。新生在体验式教育中克服入学后的陌生和畏惧感，逐渐增强自身的适应能力，与同学愉快地交

流，高校也能顺利地进行入学教育，使新生全身心地投入新环境。

四、体验式教育模式的特点

体验式教育有着多个特点，成为目前高校探究的新内容，以更好地将其应用于新生入学教育，满足新生真实的需

求。

（一）体验式教育凸显出自主性

让新生愿意主动去接触新的知识，也能正视自身优缺点，寻找弥补缺陷的方式，在自我提升的过程中体会生命的

意义。

（二）情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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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新生的孤独和自卑感消散，体会到教师的关爱，发现生活中的美，释放出自身的潜能，展现个性色彩[4]。

（三）饱含的趣味性给学生创设出愉悦的气氛

使大脑处于兴奋状态，思维高速运转，寻找解决问题的多种方式，无形中获得新的知识，达到高校的教育目的。

（四）反思性促进学生在体验中对所接触的内容、行为和方法等进行总结

凭借心理感受做到勤于思考，通过后期的提炼使体验出现质的飞跃，形成正确观念和终身的探究精神，重燃起热

情参与高校生活。

五、体验式教育模式在高校新生入学教育中的运用策略

（一）创设情境，体验换位思考

新生入学教育中，教师可以创设出贴近新生所处环境的多种情境，融入生动且包含趣味性的元素，使之在愉悦的

气氛下积极去思考。例如，新生及舍友来自不同的地域，生活中的习惯和价值观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不同，在沟通与

相处时易产生矛盾，使彼此间的关系较为紧张。新生在处理问题时没有科学的办法，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教师采用

体验式教育配以真实的情境让学生融入进来，在身临其境的同时做到换位的思考，从对方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轻松地

寻找到解决措施。新生之间的矛盾逐渐化解，在轻松的宿舍气氛下感受同学的关心，共同努力去适应新的校园环境，

做到互帮互助，在课堂中也展现出青春且又阳光的特点。教师在新生入学教育中多创设情，让新生有更多机会去体

验，在交际中看透事物的表面，实现较为深入地认识，在处理生活或学习中的问题时愈发轻松，不再过于烦恼[5]。

（二）开展主题班会，明确目标

体验式教育的运用中，教师在新生入学后组织班会活动，巧设多个问题让新生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明确自身的成

长目标，从而更好地参与日后的课堂活动，为实现梦想而努力。例如，教师提出本次班会的主题：“我是谁”“高校

生活中的我在将来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让新生看清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正视目前的情况，接纳周围陌生的同学和环

境，逐步明确自身的目标。教师以幽默诙谐的语言引导新生从身体、情绪、能力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去思考，通过绘制

表格或写心得体会的方式回答问题[6]。教师给予新生足够的时间，让其较为全面地看待自身情况，明确不同阶段下的

目标，做到有方向地努力，产生求知的欲望。教师在阅读新生的书面文字后，及时对其进行鼓励和认可，使新生在新

环境下体验到被尊重感，逐渐融入高校生活。

（三）强化互动交流，深化体验教育

新时期下，教师将体验式教育与新生入学结合，改进互动交流的手段，不仅是师生间的沟通，还邀请高年级的师

长对新生进行一系列的教育。

教师考虑到同龄人之间的说服力较强，更也有利于提升新生的交际能力，故选用朋辈教育的方式让新生感到亲

切，了解本专业的前景，也解答初入高校的困惑，看到师长是如何应对陌生环境和相应的成长经历，选择与自身情况

相符的学习方式。新生面对经验丰富的师长产生敬佩之情，看到其展现的专业成就，树立起高校学习生涯中的自信，

饱含热情地参与课堂活动[7]。与此同时，教师还将新生分组，让其自由分享新的见识和经历，使多种想法相互碰撞，

更好地发现自身的兴趣和真实的能力等，希望通过新的知识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教师运用体验式教育让新生了解即将

开始生活，也对本专业有着新的认识，调整好自身的状态，迎接新的高校生活。

（四）增强学生认同感

新生入学后会的归属感不强，教师运用体验式教育让新生寻找校园的中的美，可以拍摄照片或通过绘画等方式在

课堂中分享，感受新环境所展现出与以往生活不同的美（如图1所示）。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向新生介绍高校招生的真

实情况，让新生感受到自身是幸运的，获得这次机会着实不易，安慰情绪低落的新生。通过多媒体设备等向新生介绍

高校的历史和特色以及获得的荣誉等，邀请校领导和系主任等向新生表明为了迎接大家而改善校园的环境，使新生感

受到高校为其做出的努力，也看到未来的憧憬，增强对高校的认同感。

（五）选拔学生干部，强化集体荣誉感

教师根据新生入学教育的要求，应用体验式教学模式，恰当的选拔出学生干部，采用民主的选举方式保证公平、

合理性让新生信服，对落选的学生进行心理安慰，发掘其闪光点，使之主动弥补自身不足，为新的目标而努力。选拔

结束后，学生干部参与相应培训与考察，产生主人翁的意识，为同学们服务，解决入学后的诸多问题，展现出体验式



高等教育发展与实践现代教育探索·2020� 第1卷� 第2期

37

教育的优势。教师与学生干部以新生真实需求为方向，组织多种班级活动，例如，文化艺术晚会、社会实践等，让新

生施展才艺，增进彼此的交流，在配合中增强班级凝聚力。体验式教学的应用下，教师留给学生较多的空间，发掘出

新生的潜能，通过引导使之形成正确的观念，同时在活动中发挥出学生干部的才干，提升集体荣誉感。

图1�发现校园美

六、结束语

社会进步的前提下，我国对高校提出较高要求并开始重视新生入学的教育，保证学生在全新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高校审视以往的工作模式，找到其中不足，有方向地去改进，运用体验式教育模式在了解学生真实需求的基础上，真

诚地帮助新生处理陌生环境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做到情感的沟通，逐渐拉近彼此的距离，在日后长期的高校生活中保

证学生形成正确的观念，正视自身优缺点，免受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实践中，高校认识到新生入学教育不是几周就

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结合体验式教育才能从学生的心理、行为等方面进行引导，使新生在最短的

时间内适应高校生活。

参考文献：

[1]谢世良 .浅谈如何发挥高校思政课的“育人”功能——以体验式教学法为例分析 [J] .科教文汇 (中旬刊 ), 

2020(02):44-45.

[2]陈凤宜.体验式教育模式在高校新生入学教育中的运用路径探究[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20,36(01):52-54.

[3]王昱沣,董洋,叶红.基于体验式教学的高校专业选修课课程体系的构建研究[J].教育现代化, 2019,6(96):164-166.

[4]谭杰.基于“体验式学习”的台湾地区高校书院建设经验及启示[J].高校后勤研究, 2019(11):86-88.

[5]董弘毅.核心素养背景下高校公共体育课“角色体验式”教学模式初探[J].体育世界(学术版), 2019(10):119-120.

[6]查国清,孙铭涛,赵宪铎,徐亚妮.基于体验式的“三位一体”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体系——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例

[J].思想教育研究, 2018(12):120-123.

[7]李馨.回归本体的体验式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构建——基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应用探究[J].佳木斯

职业学院学报, 2018(1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