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大一一新新生生先先要要搞搞明明白白这这些些事事
点点滴滴心中有数

热点话题

大学新生需知

防骗指南

骗术一：

虚假承诺

谨防落入中介陷阱

骗术特点：有些同学希望可以勤
工助学，但个别家教中心会以几十元
中介费要求承诺给你提供家教机会，
可能你只试教一次便被辞退了。

防范措施：新生应先适应大学学
习生活，不要盲目寻找兼职工作。

骗术二：

热情帮忙

拎走行李一去不回

骗术特点：新生人生地不熟，在
车站、学校门口冒充新生接待员，“热
情”地帮忙看管皮箱等物品，再“调虎
离山”，借机偷走行李。

防范措施：当陌生人对你过分热
情应保持警惕，物品不要轻易离身。

骗术三：

寝室推销

假冒伪劣需防范

骗术特点：上寝室推销，新生经
常遇到。骗子多推销与新生的学习生
活息息相关，比如廉价文具之类。此
类推销的产品多为假冒伪劣产品。

防范措施：对陌生推销者的花言
巧语不要轻信，买东西时最好到正规
超市购买。

骗术四：

诈骗电话

骗取个人隐私及财物

骗术特点：通常在非正规经销商
处购买电话卡后，会接到一些诈骗电
话或垃圾短信，如有的电话内容类似
资助新同学学费、生活费等理由，骗
取银行卡密码。

防范措施：对自己的隐私要严格
保密，遇到此类事件要向有关机构电
话求证，遇到欺诈行为要及时报警。

经历了高三的“血雨腥
风”，准大学生们对大学生活
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期待。没
有了沉重的课业负担、没有了
平淡的学习节奏、没有了严酷
的成绩排名……大学似乎与
高中紧张的学习氛围有了天
壤之别，但这仅仅是表象。真
正的大学生活，需要设计、需
要自醒、更需拼搏。大多新生
在入学初期难以适应“象牙
塔”的学习生活节奏，有的迷
茫失措，有的慵懒闲散，错失
学习机会，浪费青春时光，何
等可惜。

作为大学新生，我们不仅
仅是要了解学校的文化、历
史、定位，更重要的是要明晰
应怎么融入大学。

大学到底学什么

大学新生习惯于高中的
学习思维模式，常常将其带入
大学学习方式当中，既不合情
也不合理。进入大学，就应先
明白大学到底学些什么？

中学阶段，我们一般只学
习十门左右的课程，而且有两
年时间都把精力砸到高考科
目上了，老师主要讲授一般性
的基础知识。而大学四年需要
学习的课程在40门以上，每一
个学期学习的课程都不相同，
内容多，学习任务远比中学重
得多。大学一、二年级主要学
习公共课程和基础课程，大学
三年级主要学习专业基础课

和部分专业课以及选修课，大
学四年级重点学习专业课和
进行毕业设计、做毕业论文。

老师管的少了、没有固定
教室了、讲课变得飞快了……
大学与高中有了显著变化，如
果固守高中学习思维“不变”
怎 能 适 应 升 入 大 学 之 后 的

“变”呢？

适应大学新环境

离开熟悉的生活学习环
境，离开父母每日的叮咛呵
护，离开深有感情的老师和同
学的指导和帮助，踏入一个全
新的校园环境，难免心中会有
几分激动，也会有几分忐忑，

如何尽快熟悉并适应新
环境？

第一，要尽快熟悉校园的
“地形”。了解教室、图书馆、商
店、电话亭在什么地方，食堂
什么时候开饭，如何购买澡
票，甚至学校有几个门等等，
都在短时间内了解清楚。这
样，在办理各种手续、解决各
种问题的时候就会比别人更
顺利、更节省时间。

第二，要多向高年级的同
学或者老乡请教。大多数高年
纪的同学和老乡对待新生都

会非常的热情，只要新生问到
他们，他们一定愿意把经验传
授给新生，以帮助新生尽快适
应校园生活，尽量少走弯路。

第三，在班级中担任一定
的工作，也能帮助你尽快适应
校园生活。与老师、同学接触
得越多，掌握的信息就越多，
锻炼的机会也越多，能力提高
很快，自信心也就逐渐建立起
来了。

良好的人际关系

不难发现，“人际交往”成
为了新生的“新科目”，新生不
仅要一贯地抓学习，还应积极
地与他人进行沟通，培养人际
交流能力，习惯于听取他人意
见及建议。“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已然
不复存在。

大学新生在大学人际关
系不良一般会导致以下问题：
生活环境变迁导致抑郁苦闷、
理想现实差异导致失望迷惘、
文化差异导致自我中心失调、
人际交往不适导致孤独寂寞。

那么，如何形成良好的人
际关系呢？

调整角色，重新确立新的
人生坐标。新生进入大学后，

辅导员要及时对新生进行入
学教育，向他们介绍大学的学
习和生活特点、本学校本专业
对他们的要求，使他们减少对
新环境的陌生感，帮助他们尽
快地适应大学的集体生活，重
新确立新的人生坐标，为完成
中学生到大学生角色的转换
作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大学新
生应该重新审视自己未来的
人生之路，确立合理科学的奋
斗目标。

尽快掌握大学生活规律，
安排好自己的大学生活。大学
生活虽然紧张，丰富多彩，但
却严格有序，不能违背其固有
的规律。新生要逐渐掌握大学
学习生活规律，熟悉学习、生
活程序。增加预见性、主动性，
做到忙而不乱，紧张有序。如
何科学合理安排课程和时间，
发展自己的兴趣，挖掘个人潜
力，是每个新生需要认真面对
的问题。养成尽可能在限定的
时间内完成计划的良好习惯。

正视现实，帮助新生提高
生活技能。进入高校后，不管
现实与理想有多么大的差距，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和接受这
个现实，一个有作为的青年，
应该正视挫折，勇于接纳现实
的自我，自强自立，迎接命运
对自己的挑战。新生掌握必要
的生活技能，可以从点滴小事
做起，反复实践。此外，同学们
之间相互帮助，向高年级同学
咨询，辅导员、班主任加强指
导也是非常必要的。

高校即将开学，不少学生将
第一次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家
乡踏上异乡求学之路。步入大
学，哪些陷阱需注意？近日，大学
生防骗指南在网络上走红。

随着高考录取工作渐入尾声，新一批大学生
逐步产生。临近9月，开学的日子逐渐拉近，也意
味着他们将走进期盼已久的“象牙塔”内，开始新
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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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高高英英语语听听力力四四大大妙妙招招
英语听力能力的提高也同语言其

他方面的能力存在共性，就是需要大
量的训练，但是训练要讲究方法，做到
事半功倍。我们建议从四个方面来提
高听力。

一、听力速度训练

一般听力测试的语速是英语本
族人讲英语的正常速度。宜从一开
始就以这种速度进行训练。初级阶
段会出现听完之后大脑中对所听内
容没有什么印象的现象，但不必担
忧，因为耳朵会逐渐敏锐，从开始只
能抓住只言片语到能接受一个完整
句子，直至大脑完全适应了这种语
速。

二、听力素质训练

训练提高听力的同时，还要注意
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全面的综合素质的
培养。就基础知识而言，非英语国家的
人在非英语环境中训练听力，对于从

单词的发音开始，到短语、句子的分
析，连读、略读的掌握和语法知识的熟
练掌握，都非常重要。另外，对于英语
国家的风土人情、历史背景、文化渊源
要尽可能的了解。

三、听力记忆训练

要想记住所听的内容就要真正用
心听，集中精力听那些你想记忆的重
要信息。不要把精力放在个别单词上。
听音时还可作笔记，记下文中所提及
的人名、地名、各种数据等你认为重要
的信息。

四、听力理解训练

听力训练中，须把精听与泛听结
合起来。精听和泛听，最好开始都不要
看文字材料。精听应先把录音内容从
头至尾听一遍，再把听不懂的地方一
遍又一遍地反复听。泛听则可选一些
有趣的小故事，熟悉英语发音，扩大知
识面，可一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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