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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的一年浓缩的是未来生活的多年
关丞君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阳江 529500）

摘要：大学阶段是学生成长关键期，该时期的一年并非传统概念里的一年，而是浓缩了未来的许多年。因此，大学应提供大学生以

适宜的环境条件，帮助大学生发挥自主性直面成长阶段转换的迷惘，通过找到迷惘产生的原因与定位目标，让大学生在关键成长期能够

以运动发展的眼光，勇敢坚定地探索更多的成长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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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成年是新的奋斗起点。学生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无法扭转

自己的过去，但是成年意味着他们将有能力运用自己过去积累的

与现在习得的认知，改变自己。成年并非受教育的终点，而是更

高的新平台、更宽阔的新起点，是学生们开始完全自主选择学习

目标、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并把所学致力于劳动成果创造与劳

动价值实现的长期过程。

大学这几年是学生人生道路雏形即将形成的几年，因此提升

学生对个人全面发展的认知非常重要，让学生深刻领悟到“人生

靠自己，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让学生深刻感悟只有锚定

未来发力才能摆脱过去与改变现状，因此学生们要争取扎根与发

力在更好的平台，眺望更远的远方。

二、解码大学生的迷惘

大学生涯就像一趟通往未知远方的列车，最初的迷惘是在所

难免的，因为学生们并不全然知道自己这趟列车的起点站、途经

站点、终点站以及乘车时长。换言之，大学生在自己紧凑的求学

旅途中需要了解清楚（1）我追求的目标是什么？（2）我离目标

还有多远？（3）我该以何种方式追求目标？（4）我该如何进行

抉择？要回答好这些问题，不能仅靠学生自我摸索，还需要我们

教师在传授专业知识技能以外，结合时代条件与哲学方法引导学

生自我廓清这些问题。

以上四个问题都是围绕着核心概念“目标”展开，而目标是

相对一切发展变化着的条件而言具有相对确定性的。因此要回答

以上四个问题，本文将以不同角度讨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从辩

证论的角度看，任何确定性都是相对的，不确定性都是绝对的。

不确定性是确定性的前提，而确定性也因不确定性的存在而具有

价值，二者是相互依存又动态平衡的关系。

（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安全与冒险

安全是人存在与生存的先决条件，因此追求以安全为表现形

式的确定性是人的天性。对于大学生来说，按照学校要求完成各

项学习、工作任务是安全的，其产生的结果也有着相对确定性；

反之，则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冒险。

安全与冒险是成长路上的必需品，也是天秤的两端，在现实

场景中难以实现绝对的平衡。大学生们有着充分自主安排学习与

生活的自由，反而更容易彷徨与摇摆，安全跟冒险这杆秤在哪个

时刻、哪个场景应该如何倾斜。比如，是否要尝试自己一直以来

学不会的某项技能或体育竞技、是否要尝试成为领导者组织项目

或集体活动、是否要当众发表自己的观点或展示自己的特长等等，

这些都是校园生活中每个同学每天都要面对的带有一些挑战性的

常见场景。无论怎么选择，大学生们都会忐忑，选择安全就会错

过体验与成长的机会，选择冒险就要直面他人对自己众说纷纭的

评价，甚至理想自己对现实自己的否定与怀疑。

（二）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能力与自由

按社会期许而言，人的长大并不一定以年龄计算，而是以其

能力能否较好解决较复杂问题为评判标准。若把生命比作一趟追

逐安全与冒险的旅程，洞察并锚定自己要追逐的风景是能力，是

具有相对确定性的；在此基础上，要如预期般实现目标还有赖于

许多外部条件，因而是不确定的。这个不断累积量变从而寻求质

变的转化过程，实则是通过能力的累积对自由的叩问，这个过程

一直是进行时。

大学生渴望的长大往往表现为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知识，从

而寻求舞台证明自己。比如，通过系统掌握专业课知识，参与专

业知识技能竞赛、竞逐奖学金等，从而提升自我获得感与价值感；

也可以通过充分运用学校师资与公共设施对接或开辟各类平台与

项目，探索如何把长期以来的知识储备转化为项目成果并进一步

积累从前未具备的能力。无论是面向校园还是面向社会的能力外

显，大学生们都还处于证明自我的阶段。从结果导向看，把能力

转化为自由对学生们来说还言之尚早；但如果从过程导向看，自

主探索与决定在每个阶段需提高能力的内容与方式方法本身就是

自由。

（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静止与运动

历史告诉我们，沧海桑田，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从事物的发展趋势而言，变化在时间长河中是绝对的，我们绝不

能通过作为或不作为留住某个片刻，延缓决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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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们在拥有了更多选择对自己成长方向、方式选择自由

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成长成材承担着更大的责任。然而，大学生

们遇到问题并征求了前辈、朋辈意见以后，并不总能满意他们给

出的答案，因为任何经验都是有时效性的，尤其是解决具体问题

的具体经验有着更多的时空局限性。比如，2000 年代的专业课学

习侧重与毕业生就业方向选择与当今情况已有很大区别，2010 年

代的校园生活实践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相处方式也已有很大

区别。这些区别都是时代的产物，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只有

适合与不适合、适应与不适应之分。每一代人都在变化中前行，

每一代大学生的成长成材最终也只能靠自己勇敢探索，勇于决策

与承担后果，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们难免会经历通过逃避决策来

逃避面对可能会失败的结果。但是，最终他们也将懂得放弃决策

本身也是一种决策，而且是更容易导致一无所获的决策，从而学

生们将实现一次飞跃式的成长，这种力量正如春蚕破茧重生，靠

的是内生力量。

（四）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群体与个体

大学生作为处于人生特定成长阶段的群体，从成长轨迹与需

求而言具有相对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使大学生的行为模式整体而

言是可预测的。然而，大学赋予了成年学生比中小学青少年多得

多的自我管理自由，寄予了对每一个个体充分发展自我的期望。

大学虽然还是群体生活，但已经不再需要面对中小学阶段那

样的升学的压力，也不再由学校安排绝大部分的课程与活动，大

学生充分感到自由的同时也会因没有外部给定的赛道与标而感到

紧张不安，他们既希望成为出类拔萃的人又害怕与众不同。比如，

在入学制定职业规划时从众地选择目标、在学校生活中为谈恋爱

而谈恋爱以“充实”大学生活、在毕业季选择升学或就业行业与

地区时再一次从众地选择等等，而这些恰恰都是决定未来人生走

向的重大选择。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互联网时代，大学生作为

群体的确定性也在因地区、领域等的差异渐渐变得不确定，互联

网就像大熔炉一样让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共性与个性选择被接纳

与包容，但也容易让没有目标的大学生更迷惘。

以上，对安全与冒险、能力与自由、静止与运动、群体与个

体四组相对关系的分析并不是彼此割裂的，也不能以确定性与不

确定性进行泾渭分明的切割。在大学生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

看到它们在许多情况下彼此交织。比如，家庭条件对大学生学业

与工作选择的影响、学业与工作选择对大学生家庭关系与婚恋关

系的影响、大学生的职业兴趣与事业抱负是否与市场需求兼容、

大学生要保持身心健康与年少有为是否冲突等等。

三、为大学生打造宜人的成长环境

大学生活往往是刚刚成年的年轻人在他乡异地与其他天南地

北的陌生人共度几年的集体生活，在全新的生活环境中耳濡目染

地被塑造的过程。因此，本文接下来将以打造宜人的成长环境为

出发点，讨论在课堂学习之外，校园能为大学生提供怎样的条件，

为学生提供感知自我与环境的安全感，通过自觉完善自我以适应

环境、改造环境的归属感。

第一，共筑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大学应充分赋予刚刚成年

的青年人充分的自我提升、自我表达以及通过试错挖掘自我潜能

与兴趣的机会。一线城市预算充足的学校可以通过批量打造相应

的活动空间并举办相关主题活动以达到该目的，而非一线城市要

达到近似效果，就要更灵活些，比如通过开设跨学科课程、实践

项目带动教学、线上与线下活动相融合等形式来拓宽学生的视野

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学校还应认识到这样的创新实践就像企

业设置研发部门一样，并不一定都能立刻转化为实用成果，但长

此以往必能形成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优良土壤。

第二，共筑的乐于探索人文氛围。大学应鼓励学生采用人文

视角，通过实践去感受课堂与书本所阐述的概念，完成自己在该

人生阶段的独特体验。大学作为校园到社会的过渡，既没有升学

压力，也没有工作压力，恰恰是人生中能够最自由地去探索宇宙

之广袤及个人之未发掘潜能的黄金期。因此，学校应通过校园布

局设计、常态化文艺活动、志愿者活动等营造兼容并包、互助有

爱的大集体氛围，把鼓励学生探索不同类别的活动融入校园文化、

融入学生的生活日常。

第三，共筑阳光向上的网络氛围。当前网络游戏、社交媒体

在校园风行，与传统的校园活动抢占学生们的注意力，大学需要

根据时代发展变化重新审视网络生活在校园生活中应当发挥何种

作用，而非简单将二者进行对立。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需要决定了

线上互联互通是发展大势，因此学校应在承认该趋势的基础上，

探索新条件下的育人规律，尤其是探索如何链接网络空间与线下

校园生活，以网络空间作为做好育人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总而言之，大学阶段的一年对于学生来说并不仅仅是一

年，而是浓缩了他们未来走向的很多年，是决定着他们能不

能叩响社会敲门砖的很多级台阶。因此，在建设教育强国的

奋斗之路上，对大学生成长成才规律研究的探索与挖掘仍需

进一步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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