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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大 学 生 的 两 次 角 色 转 换

D I S C U S S I O N A B O U T T 、V O C H A N G E S I N I D E N T I T Y

O F U N I V E R S I T Y S T U D E N T

封镇民 F e n g Z h e n 一

m i n

( 卜海水产大学
,

2 0 0 0 9 0) ( S h a n g h a : F ; s h e r ; e s U , , ;:
·
e r s i t夕 ,

2 0 0 0 9 0 )

提 要 本文论述 了大学生在校期间成才需要实现的两个转山
`

.

以 巾叮上到大学生的角色

转换及从在校学生到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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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培

养德
、

智
、

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

高等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最高层次
,

肩负着培养掌握一

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高级专门人才的任务
。

学生经过在大学阶段的学习
,

基本上确立了较为牢

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

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 的有用人才
。

邓小平指出
: “
不抓科学

、

教育
,

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

就成 为一句空

话
。 ’ ,

①大学生能否成才
,

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
。

现拟从大学生的两

次角色转换这一角度来探讨大学生如何成才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
。

1 大学生的两次角色的转换

一个人在成长的道路上要历经许多重要的转折
。

大学阶段是一个人成才的重要阶段
,

其中

也有两次重要的转折
,

即两次角色的转换
:

一次是在刚入学的时期
,

由中学生到大学生的角色

转换
; 另一次是在临毕业的时期

,

由在校学生到社会工作者的转换
。

L l 由中学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换

当学生经过激烈的高考竞争考入大学后
,

与中学不同的大学里的学习方法和生活环境
,

对

刚进大学的学生来说
,

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

能否顺利实现从中学生到大学 生的角色转换
,

直接

关系到能否完成学业
,

能否成才
。

就学习方法来说
,

大学里以 自学为主
,

大部分时间由学生 自己支配
。

而在中学里以老师讲

授为主
,

老师
、

家长对学生的学 习督促较多
。

于是
,

一方面
,

有一些新生在这大块由自己支配的

1 9 9 5一 10一 2 5收至1」
。

① ((邓小平文选 》 ( 1 9 7 5一 1 9 8 2 )
,

第 6 5页
。

人民出版社 1 9 8 3年 7月版
。



4期 封镇民
:

论大学生的两次角色转换

时间面前感到茫然无措
,

以为大学里的学 习很轻松
,

因而不能充分利用好时间
,

不能很好地完

成学业
; 另一方面

,

由于独立钻研能力差
,

自学效果也差
。

就生活方面而言
,

学生在中学生阶段较 多依赖父母料理生活
,

自主能力较差
。

进入大学后
,

一切都要依靠自己料理
。

所有这些差异
,

需要大学生在入学后尽快地实现从中学生到大学生这

一角色变换
。

1
.

2 由在校学生到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转换

从学生到工作者的角色转换
,

表面上看这是在瞬间完成的
。

今天是学生
,

明天毕业了
,

到工

作单位一报到
,

马上就成 了国家干部
,

学生变成了工作者
。

其实这一角色转换是有一个艰巨的

过程
,

它不是在工作以后 自然而然就能实现的
,

能否顺利实现这一角色转换
,

直接关系到大学

生在掌握一定知识和技能后能否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

为了尽快实现这一角色转换
,

需要大学生

在临毕业时就要做思想上
、

业务上
、

心理上以及生活上等各个方面的准备
。

一般来说
,

经过几年的系统教育
,

大学生无论从思想上
、

专业知识和技能上
,

还是在心理素

质和身体素质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

为实现 由学生到工作者的角色转换奠定了基础
。

从思想上看
,

由于高等学校注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

大部分学生能够基本上确立共产主义

的世界观
。

能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

无论是报效祖 国
、

服务社会的意

识
,

还是创新意识
、

竞争意识都有所增强
。

这为 日后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
、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有用之才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

从知识上看
,

经过几年的学习
,

学生不仅掌握了一定的基础知识
,

还 系统地学 习了专业知

识
,

并且接受了多学科的信息
,

这就为实现从学生到工作者这一转换作了知识上的准备
。

从能力上看
,

在大学 阶段
,

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得到 了很好的培养
,

一般都具有较强的 自学

能力和独立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的能力
。

通过教学实习
,

掌握了专业技能
,

动手能力也得到了加

强 ;
通过其他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

学生的科研能力
、

心理承受能力
、

组织能力等等都有了明显地

提高
,

这就为以后的成才奠定了坚实的能力基础
。

2 顺利实现两次角色转换的措施

( 1) 从中学生到大学生角色转换的措施
。

新生入学
,

学校应加强入学教育
,

提高思想认识
,

明确学习目的
,

指明成才之路
;
分析学习特点

,

指导学 习方法
;
介绍生活规律

,

培养自理能力
。

学

生首先要 在思想上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追求 目标
;
其次

,

在学 习上要掌握大学的学习规

律
。

认真听讲做好笔记
,

掌握文献检索知识
,

适时通读相关参考书籍
,

独立完成作业
,

做到加深

理解
,

触类旁通
。

条件许可
,

还应听取有关讲座或学术报告
,

为 日后参与科研
、

学术活动打下基

础 ;
再次

,

在生活上要按照大学 的生活规律
,

合理支配课余时间
,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

妥善处理

生活琐事
。

( 2) 从学生到工作者角色转换的措施
。

其一
,

抓住有利 条件
,

开阔知识面
。

高校不仅具有丰

富的图书资料
,

而且也有频繁的学术活动
,

这就为大学生 的开阔知识面提供 了非常好的条件
。

现代社会发展很快
,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

新 的行业新的部门不断涌现
,

在这种情况

下
,

大学毕业生如果只掌握一门专业知识
,

具备一种专业技能
,

就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

大

学生应该努力去掌握多门学科知识
,

即具 备较宽广的知识面
,

同时在一门专业上具备一定深

度
,

成为
“ T ”

型人才
,

即通专结合的人才 (
“ T ”

的
“
一

”

代表较宽广的知识
, “

}
”

代表在一 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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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有一定深度 )
。

现代社会发展也迫切需要
“
X

”

型人才
, “

H
”
型人才

。

所谓
“ X ”

型人才就是说能

同时掌握相互交叉
、

相互结合的两门专业
;
所谓

“
H

”
型人才是一种双 向人才

,

也就是能够掌握

相互联系的两门专业
。

大学生面对社会的高要求
,

必须建立复合型的知识结构
,

广泛涉猎各学

科的知识
,

为 日后开展工作做知识上的准备
。

其二
,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

培养和提高各方面

的能力
。

邓小平指 出
: “

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
,

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
,

要

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的内容上
、

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
。 ’ ,②大学生只有积极参加

社会实践活动
,

才能早 日实现由学生到工作者的角色转换
,

早 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

用之才
。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

包括教学计划 内的和教学计划外的两个方面
。

教学计划 内的实

践活动有公益劳动
、

教学实习
、

军事训练
、

科学研究等
;
教学计划外的实践活动有社会考察

、

社

会服务以及勤工助学等
。

所有这些活动的开展
,

不仅培养学生的业务能力
,

而且提高学生的思

想政治觉悟
,

提高心理素质
、

应变能力
、

组织能力等
。

大学 生通过社会实践认识社会
,

认清 自己

在社会的位置
,

明确 自己的使命
,

为担当新的社会角色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 在实践过程中

,

大学

生也容易发现自己业务上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

激发学 习热情
,

调整和完善 自己的知识结构
,

为

担 当新的角色做好业务上的准备
; 在实践过程 中

,

提高处理 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
,

战胜了各种

困难和挫折
,

锻炼了意志和毅力
,

从而为担 当新的角色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通过社会实践

,

提高

大学生人际交往和独立生活的能力
,

为适应今后工作做了一定的生活准备
。

其三
,

通过撰写毕

业论文
,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

邓小平指 出
: “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

面向世界
、

面向未来
。 ” “
大

学生在大学里主要学习理论知识
,

而 日后的工作将有许多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
。

大学生把 自己

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
,

这在临近毕业阶段需要加快努力
。

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就是

通过撰写毕业论文
,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

在毕业论文题 目的选择上
,

应该切合实际
,

工作中

需要解决的难题
。

为此
,

在确定论文题 目前
,

应首 先开展调查研究
。

在确立问题之后
,

要对现有

的解决方法进行总结分析
。

在此基础上
,

运用 自己所学的理论
,

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

并努力

做到提出解决问题方法的可操作性
。

其四
,

加强毕业生就业指导
,

实现成才建业
。

高校毕业生就

业制度的改革
,

不仅要转变毕业生的观念
,

而且要使毕业生 全面了解国家有关毕业生就业的方

针
、

政策和原则
;
具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
掌握必要的求职技巧及走向社会的

“

应知应会
” 。

因此需

要学校负责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部 门要积极开展就业指导这项工作
。

做好毕业生的情况调查
;
搜

集需求信息
;
进行毕业教育

; 写好推荐书
;
组织

“

供需见面
”

会
;
编制就业计划

。

学生在即将毕业

和面临择业
、

就业之际
,

第 一应有一个正确的择业观
,

明确 自己肩 负着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重要使命
,

自觉适应变化着的社会就业形势
,

服从国家的需要
。

第二
,

要正确估价 自己
,

根

据 自身条件对照用人 单位对毕业生的要求
,

选择有利于社会
,

有利于 自身事业发展的职业
。

第

三
,

要有强烈的事业心
,

要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
。

立足本职
,

专心事业
,

不计名利
,

成才建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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