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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无法完全胜任更多结构化的育人工作要求。 

（三）治理对象

“一站式”学生社区的治理对象是高校学生。在治

理对象层面，建设“一站式”学生社区面临的困境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学生间的互动与交流较少。在思想观念和精

神情感方面，当代学生表现出“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

特征，[8]相较于参与社团和学校活动等，学生更倾向于选

择不受他人打扰，独自生活与学习，这导致学生间交流

与互动的变相减少，甚至会因缺乏沟通而产生误会与引

发矛盾。治理主体间关系的淡漠与疏离，使得学生社区

越来越符合“陌生人社会”的特征，而这并不利于“一

站式”学生社区的建设。

第 二 ， 学 生 的 社 区 归 属 感 与 认 同 感 低 。 由 于 高 校

作为“学生社区”的概念推广程度不高，社区文化尚未

形成，社区“情感共同体”尚未建设，因而学生更倾向

于将学校内各设施视作分别满足生活与学习需求的碎片

化功能性场域，如将宿舍视为放松的休闲场所，将教室

视为上课的教学场所，未能将“学生社区”视作一个整

体。学生在情感上未能充分获得对于社区的认同感与归

属 感 ， 进 而 导 致 其 自 治 意 识 淡 薄 ， 自 我 监 督 、 自 我 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程度较低，[9]缺乏主人翁意识，

较少主动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当中去。

第三，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增多。随着时代的发展，

在社会环境、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的影响下，学生的思

想及行为都呈现多元化及个性化的特点，这也意味着学

生在心理方面、家庭方面、社会交往方面的需求更具个

性化及多元化，而目前高校教育与管理学生的理念与措

施并不能适应学生的发展需求。

社会工作参与建设“一站式”学生社区的路径

社会工作与“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有天然的契合

性，社会工作者是建设“一站式”学生社区的主体之一，

社区工作方法能有效推动学生社区建设，学校社会工作则

可以帮助达成“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育人目标。

（一）治理空间

1、建设嵌入式功能集聚的社区物理空间，优化社区

公共空间功能

嵌入式的社区物理空间是指功能空间嵌入学生社区

内部，使得学生能够实现足不出户便能在社区内部满足

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需求。现今，许多高校内

部已经拥有了多样性的空间功能，生活超市、打印店、

车辆充电亭、快递站、图书室、社团组织、运动场、兴

趣社团等高校设置，为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便捷的

途径。高校作为一个“缩小版”的社区，还具备许多潜

在的功能空间值得挖掘，比如，设置寝室自习室，让学

生利用起在宿舍的碎片化时间；设立校园图书角、师生

交流区、党团活动小组等促进学生的学习交流；建设小

型商业街，引入小吃店、理发店、饮品店等满足学生日

常消费需求。建设聚集性的高校功能空间，既可以满足

学生的生活交往和日常娱乐需求，也可以有效维持高校

社区功能正常运转。

2、提高网格化治理水平

建立网格治理制度，设置多级网格员，形成纵向网

格化治理模式。如以院级领导为一级网格员，学院辅导

员为二级网格员，学生代表为三、四级网格员，形成楼

长-辅导员-楼层长-舍长这类纵向管理模式。

在这种网格化治理模式中，各级网格员应协同社会

工作者充分了解学生在学校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分 析 学 生 需 求 ， 社 工 发 挥 专 业 优 势 ， 以 学 生 需 求 为 导

向，设计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学校社区活动，发挥学生

自主能力，挖掘学生群体的潜在资源，协助学生解决问

题，从而形成学生主体间的横向连接，提高横向网格化

治理水平。

3、建立网络社区

网 络 社 区 是 一 个 线 上 的 虚 拟 的 社 区 ， 通 过 网 络 平

台，打破物理空间限制，学生在网上参与各项活动与学

习，打卡签到、资料共享、视频会议、文件处理、信息

收集等，通过这种创新互动方式，可以有效节省办事时

间和精力。同时，在网络社区中嵌入学生事务网上处理

平 台 ， 直 接 通 过 网 络 信 息 传 输 进 行 信 息 填 补 、 材 料 审

核、盖章签字等，既可以减少学生及老师的办事时间，

同时还可以提高办事效率。

（二）治理主体

1、开展教育小组，学习管理经验

高校社区中各个治理主体职责交叉重叠，对学生缺

乏全方位综合性的了解，在处理学生事务时责任不明。

针对此类现象，学校社会工作者在校开展教育小组，将

各管理主体人物召集起来，邀请专业人士和有丰富经验

的高校管理人员定期传授经验。高校管理主体在小组中

定期反馈，探讨问题。通过定期学习和定期反馈的方式

来互动学习，将学习到的新方法运用到实际当中，促进

各管理部门打破壁垒，形成育人合力。

2、开展支持小组，加强联动

高校各个管理部门和治理主体有着共同的目标，即

维持高校秩序运转，促进高校实现育人目标。学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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