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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揭示不同类型院校和不同专业的新生在适应性上的

差异，本报告从学校类型和专业类型两个方面考察高校新生的适应性

差异。第一部分重点讨论不同学校类型的新生适应性的差异；第二部

分重点讨论不同专业类型的新生适应性差异。 

1.不同类型院校新生适应性差异  

1.1. 院校类型的定义 

高校可以按办学层次分为 5类：985院校、211院校、一般本科、

民办和独立学院、高职高专。此外，高校也可按管理层次分为 3 类：



央属、地方属、民办院校。在 4244 份有效问卷中，来自一般本科院

校的样本最多，占 35.2%，211院校占 25.0%，985院校与民办和独立

学院基本持平，高职高专院校最少。从管理层次上看，49.3%的问卷

来自市属院校，36.7%的问卷来自央属院校，民办院校仅占 14.0%。

本节分析采取基本描述统计进行数据分析。 

1.2. 学习适应 

考察学习适应的三个方面，本次调研发现不同类型院校学生的学

习适应程度不同。（1）院校类型与新生对管理和授课方式的适应成显

著负相关，办学层次越高、管理层次越高的院校，新生对管理和授课

方式的适应越差。（2）院校类型与新生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成显著正相

关，办学层次越低、管理层次越低的院校，新生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存

在的问题越多，更容易受到家庭经济条件、大学生活条件和人际关系

的影响。（3）院校管理层次与新生在学习动机上的适应成显著正相关，

管理层次越高的院校，新生在学习动机上的适应越好。 

通过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两两均值比较，分析不同院校类型之

间新生的学习适应差异。新生在对管理和授课方式、外部环境的适应

中，民办和独立学院、高职高专院校两类院校，与其他三类院校存在

明显差异，而一般本科及以上的院校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新生在对

学习动机的适应中，一般本科院校与其他各类型院校的差异最为显著。 

1.3. 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 



调研分析了院校层次与环境适应和人际交往的关系。（1）院校类

型与新生对环境适应呈显著正相关，办学层次越高、管理层次越高的

院校，新生对环境适应得越好。（2）办学层次与新生在人际交往能力

方面的适应呈显著负相关，办学层次越高的院校，新生在人际交往能

力方面的适应差。 

通过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两两均值比较，研究发现在新生对环

境适应方面，不同办学层次院校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新生对交往能

力的适应方面，高职高专院校的新生与其他类型的高校的新生间存在

显著差异，其他类别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1.4. 经济适应 

不同的管理层次高校中，民办高校的新生主观经济压力最大，央

属高校略低于地方属院校。在办学层次不同的高校中，民办和独立院

校的新生主观经济压力最大，高职高专院校紧随其后，985院校最低，

211 院校高于一般本科院校。 

将经济适应与院校类型进行 Spearman 相关分析，不论是办学层

次还是管理层次都与新生的经济适应显著正相关，即院校级别越高，

新生对经济方面的适应越好。 



 

图 1 不同类型院校学生的经济压力 

数据来源：根据《首都高校新生调查》计算。 

总结首都高校新生的院校类型与各种适应的相关关系，可以得出

下表 1。 

表 1 院校类型与新生适应的相关关系 

相关关系 

考察指标 

学习适应-

管理与授课

方式（-） 

学 习 适

应 -外部

环境（-） 

学习适应

- 学 习 动

机（-） 

人际关系

适 应 - 环

境 适 应

（+） 

人际关系

适 应 - 交

往 能 力

（-） 

经济适应

- 主 观 经

济 压 力

（+） 

影

响

因

素 

院 校

办 学

层 次

（+） 

-** +** 不相关 +** 不相关 +** 

院 校

管 理

层次 

-** +** +* -** 不相关 +** 

注释：1、影响因素和考察指标后面的（-）是表示这个变量数值

无主观经济压

力, 高职高专, 

37.60% 

无主观经济压

力, 民办和独立

学院, 31.90% 

无主观经济压

力, 一般本科, 

61.90% 

无主观经济压

力, 211, 53.00% 

无主观经济压

力, 985, 65.20% 

无主观经济压

力, 民办, 30.50% 

无主观经济压

力, 地方属, 

56.00% 

无主观经济压

力, 央属, 57.60% 

有主观经济压

力, 高职高专, 

62.40% 

有主观经济压

力, 民办和独立

学院, 68.10% 

有主观经济压

力, 一般本科, 

38.10% 

有主观经济压

力, 211, 47.00% 

有主观经济压

力, 985, 34.80% 

有主观经济压

力, 民办, 69.50% 

有主观经济压

力, 地方属, 

44.00% 

有主观经济压

力, 央属, 42.40% 

无主观经济压力 

有主观经济压力 



越大，程度越小，即反向定义；（+）是表示这个变量数值越大，程度

越大，即正向定义。2、相关关系中+代表正相关，-代表负相关，*

代表 0.1显著水平，**代表 0.05显著水平，***代表 0.01显著水平。 

2.不同专业新生适应性差异   

2.1 学习适应 

在学习适应方面，在管理与授课方式上，人文社会类专业新生的

适应能力明显强于理工科类专业新生，说明在管理和授课方式上，所

抽取样本的高校理工科专业还有待改进；在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上，工

科专业的新生与其他专业均有显著性差异，更容易受到家庭经济条件、

大学生活条件和人际关系的影响。 

通过均值比较分析各专业学生的学习适应情况，调研发现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在管理和授课方式因子上，人文类与工科类专业差

异性较大，社会类与理工科类专业差异性较大，人文社会类专业比理

工科类专业得分要低，说明在管理授课方式上，人文社会类专业新生

比理工科类专业新生适应性更强。在外部环境因子上，工科类与其他

三大类专业的差异性均较大，人文类与社会类的差异性较大，在适应

得分上，人文类专业较低，工科类专业较高，说明工科类专业新生更

受到家庭、生活条件和人际关系的影响。在学习动机因子上，各大类

专业之间均没有明显差异。 

2.2 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 



在人际关系适应方面，工科类的交往能力与人文社会类专业相比

要弱。这与学习适应中的外部环境适应结论是一致的，也与我们印象

中的工科学生的普遍性格相符。这也提示我们，在工科类专业中可以

在人际交往方面改进学生工作，提高他们的交往能力。 

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大类专业在环境适应上没有显著性

差异；在交往能力上，人文社会类专业与工科类专业有显著性差异。

从得分来看，工科类学生的交往能力要比人文社会类专业学生更弱。 

2.3 经济适应 

在经济适应方面，工科类和社会类的主观经济压力相对较大，理

科类和人文类的主观经济压力相对较小，这与净成本中显示的结果是

一致的，前两类专业的净成本相对较高，后两类专业的净成本相对较

低。在学费占比上，各专业的差异并不显著。 

工科类专业的新生有经济压力的比例最高，为 54%，其次是社会

类专业 47.3%，第三是理科专业 43.3%，人文类专业的新生有经济压

力的比例最小，为 36.1%。根据卡方检验，差别也是显著的。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除了人文与理科类，社会与工科类之间差异不明显

之外，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均显著。根据均值差可以看出，净成本由

低到高分别为人文类、理科类、工科类、社会类。此外，各专业之间

的学费占比差异并不显著。对不同专业新生的适应情况进行总结，发

现专业和适应情况存在如下表 2的相关关系。 



表 2 不同专业与新生适应的均值比较 

 

考察指标 

学 习

适应-

管 理

与 授

课 方

式（-） 

学 习

适应-

外 部

环 境

（-） 

学 习

适应-

学 习

动 机

（-） 

人 际

关 系

适应-

环 境

适 应

（+） 

人 际

关 系

适应-

交 往

能 力

（-） 

经 济

适应 -

主 观

经 济

压力 

经 济

适应-

净 成

本 

经 济

适应-

学 费

占比 

影响 

因素 

人文-社会（+） + -** - + -  -*** - 

人文-理科（+） - - - - -  - + 

人文-工科（+） -** -*** - + -**  -*** + 

社会-理科（+） -** + + - -  +*** + 

社会-工科（+） -*** -*** - - -***  + + 

理科-工科（+） - -*** - + -  -** - 

数据来源：根据《首都高校新生调查》计算总结。 

注释：1、影响因素和考察指标后面的（-）是表示这个变量数值越大，程度

越小，即反向定义；（+）是表示这个变量数值越大，程度越大，即正向定义。2、

相关关系中+代表正相关，-代表负相关，*代表 0.1显著水平，**代表 0.05显著

水平，***代表 0.01 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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