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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９０后大学生的教育与管理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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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９０后大学生教育与管理发生了很大变化。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深入了解学生思想，转变教学方式以及评价方式是加强大学生教育管理的重要途径。如何培养提高大学生

素质，是值得我们研究探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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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语云“十年隔代人”。人的年龄每相差十年，在思

想上就会有很大不同。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教

育背景与不同年龄段的人接受能力存在不同。如“７０后”

的人，学校在教育上采用传统的方式———板书，接受传统

的教育，接受“严师出高徒”的教育思想理念，甚至是教师

可以体罚学生，故这一代人遵守传统道德，思想比较保

守，看不惯社会上不良的风气。对于新出现的事物，他们

只能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新事物多半有一种批判

的思想，很少去适应它，而“８０后”就能适应这种新思

想［１］。从教育背景上讲，“７０后”的人受传统的教育，并

且入高等学府的人较少，接受高等教育相对“８０后”的少；

从学习能力上讲，年龄相对小的学习和接受新事物能力

强于年龄大的人，当新事物如潮水般的涌进的时候（正值

９０年代中期），“７０后”只有少部分人接触网络等新事物，

“８０后”则不同，基本天天与网络打交道，接受由网络传输

出来的各种不同文化及新的事物。由于教育背景与对新

事物接受年龄阶段不同导致了“７０后”与 “８０后”这两代

人思想上已经有很大的差异。“９０后”已经进入大学校

园，怎样培养出好的人才，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加强９０后

大学生教育管理，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１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曾几何时，我国的教育是将大专业进行细分，使得相

当的时间段内进入大学之后的人只学习某一领域的知

识，很少去接触与学习其他相关联的知识，这就导致现在

很多教师虽在某一领域有很深的造诣，但并不能很好的

联系多学科知识去解决更深层次的科学及应用的问题。

并且当今社会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人们更多的是需要

精神层面的东西。人们渴望享受更多优质的服务和环

境，然而优质的服务和环境仅依靠某一领域的人才去完

成几乎是不可能，这要求更专业的人员来组成教师专业

团队，该团队涵盖一个相对大领域各个方面的人才，能够

解决各种与专业相关的专业知识。教师专业团队的提高

可以有几个方面的作用。首先是可以开设与专业知识相

关的多种课程供给学生选择，如环境工程专业。学生进

入大学学习只知道这个专业，并不知道该专业到底做什

么，所以学生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就要对其专业进行介绍，

要告诉学生学习该专业的作用，需要学习及了解哪方面

的知识，该专业与其它专业的联系，怎么与实践相联系

等，这就要求专业教师团队的建设。就拿该专业的“环评

报告”而言，学生要了解四大方面的知识———“水、声、气、

废”，要完成好该报告，学生要知道水质评价体系，噪声评

价体系，废气废液评价体系，学生知道后就会不自觉地选

择与专业相关的知识，而高层次的教师团队建设可以满

足学生的这一要求，所以教师专业队伍的建设需要多方

面的合作，引进多方面的人才。其次教师团队建设需要

引进年轻人，年轻的教师可以很好的与学生进行沟通与

交流。学生年代是朝气蓬勃的年代，其思想活跃，喜欢新

事物，新东西，保持一种好奇的心理。年轻的教师与学生

年龄相当，其想法与学生的想法接近，比较容易跟学生沟

通。这样就有利于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只有在专业团

队建设及精神建设两方面下足功夫，教师队伍才能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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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既保证了专业团队的建设，又保证了与学生的联

系，也为高质量的教育提供基础保证。

２　深入了解学生
“９０后”大学生由于受社会、传媒和家庭等因素的影

响，在行为、情感、思维、认知等心理方面特点突出、具有

鲜明时代烙印［２］。“９０后”大学生思想活跃、清新健康、

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等特点。也正是由于时代烙印的原

因，他们具有睿智而轻狂，成熟而盲目，理性而躁动的显

著特征。面对这个“早熟、独立、张扬、自信”［３－４］颇受争

议、特点突出、时代感鲜明的学生群体，高校教育工作者

也需要认清形势，转变理念，把握特点，积极探索科学有

效教育新途径。

只有抓住了学生的心声，与学生产生共鸣，才能使学

生的学习能力突飞猛进，整体素质才会大步上升。“９０

后”大学生普遍存在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行

为特点。“９０后”大学生在行为上表现为自主性高，渴望

独立与成熟，但实际是他们依赖心理强，抗挫能力差，假

性成熟［２］；其次是感情不稳定，波动大；再次是社会信息

量大，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处理相关的信息，导致他们

出现“看似复杂圆滑但实际是冲动又极端，单纯而又脆

弱”的心理现象［５］。

整体上而言，大多数“９０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较

好，但也有少数大学生存在中度或重度以上的心理问题，

需要单独教育与管理［６］。通过对“９０后”学生的一般特

点及心理特点的了解，教育工作者才可以制定适宜的方

案，如怎样调动学生积极性，因材施教，促进大学生高素

质全面发展。

３　转变教学方式
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板书为主，同时布置大量的作业

以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加深认识。然而当今是知识大

爆炸的时代，理论知识的学习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

需要，学生还需要大量的课外知识，怎样做好课堂教学的

社会实践相结合，我们认为首先是教学方式的转变。作

为教师，在传授理论课程的同时，还要了解学生思想动

态。理论教学时，教师在注重理论阐述、论述的同时，布

置相关练习强化学生对理论的认知。当理论学习到一定

的阶段之后，师生互换角色，让学生去寻找实例，学生讲

述，进行开放式教学摸索，这样就可以知道学生对知识点

的掌握。其次是教学手段转变。教师可以通过现有的计

算机技术，增加动画等有趣的方式教学，增强学生的兴

趣，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４　改革学生评价方式
传统的学生评价基本上是以成绩定好差定优良，直

至目前对学生素质的评价主要集中在考试成绩上，很难

做到科学的综合评价，例如只有拿了奖的同学才可以对

评奖加分，没有获奖的学生即便很有积极性也不给加分，

这无形当中就打击了学生的积极性，阻碍了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的发展。我们认为，改革学生评价方式，应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制定科学的评

价体系，有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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