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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育人模式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本文以四川文理学院为例，深

入探究了“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育人模式的构建与实施，分析了其特点、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该模式通过整合学生社区资源，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服务与支持，

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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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One-stop" Student Community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Model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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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 education model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aking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stop" student community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model, analyzes its characteristics, effectiveness and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This model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by integrat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student community and providing all-round
and personalized services and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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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育人模式不断创新与发

展。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校如何

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

成为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四川文理学院作为一所

地方本科院校，积极探索“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育人模式，

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旨在通过对四川文理学院“一站式”

学生社区综合育人模式的探究，为我国高校育人模式的创新

与发展提供参考。

一、新时代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育人模

式的内涵与特点

（一）内涵

“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育人模式是指高校以学生社区

为载体，通过整合学生生活、学习、娱乐等多方面的资源，

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服务与支持，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育

人环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种育人模式。该模式强调以

学生为本，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和个性化需求，旨在通过多元

化的育人途径和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

（二）特点

资源整合性：该模式注重整合学生社区内的各种资源，

包括教育资源、文化资源、体育资源等，为学生提供丰富多

样的学习和发展机会。

服务个性化：该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注重满足学生

的个性化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与支持，帮助学生实现

自我价值。

育人全面性：该模式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不仅关注学

生的学业成绩，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

会责任感等多方面的素质。

环境优化性：该模式通过构建良好的学生社区环境，营

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和发展

空间。

二、四川文理学院“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育人

模式的实施

（一）构建“一站式”学生服务中心

四川文理学院通过整合学生事务管理部门的服务功能，

在学校各寝室楼以及新月楼构建了“一站式”学生服务中心。

该中心集中办理学生的各项事务，包括学籍管理、奖助贷补、

心理咨询等，为学生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同时，中心还配

备专业的服务人员，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咨询和指导。

（二）推进学生社区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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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理学院注重推进学生社区文化建设，通过举办各

类文化活动、讲座、展览等，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提高学

生的文化素养。同时，学院还鼓励学生自主组织社团活动，

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三）强化学生社区党建引领

四川文理学院加强学生社区党建工作，通过构建学校党

委-职能部门-二级学院党委-基层支部-寝室的组织体系，形成

党政齐抓共管和各部门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同时，学院还

注重发挥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建工作深入学生

社区。

（四）整合教育资源，提供多元化教育支持

学院积极整合校内外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教

育支持。通过开设通识教育课程、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等，拓

宽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同时，学院还积极开展生涯规划教

育、就业指导服务等，帮助学生规划未来职业道路。

三、四川文理学院 “一站式” 学生社区综合育

人模式的成效

（一）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自推行 “一站式” 学生社区综合育人模式以来，四川

文理学院犹如为学生成长注入了一股强大动力，全方位助推

学生综合素质拔节生长。学业上，多元的学习辅导机制与浓

厚的学习氛围相互交融，学生课堂专注度提升，课后自主学

习积极性高涨，知识掌握愈发扎实，学业成绩稳步上扬。创

新领域，学院搭建各类科创平台，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

学科竞赛，激发其奇思妙想，学生创新作品屡获佳绩。实践

方面，校企合作、社会实践基地的深度拓展，让学生得以扎

根现实土壤，积累一手经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日俱增。

不仅如此，社区志愿服务、公益活动蓬勃开展，促使学生将

个人成长与社会责任紧密相连，社会责任感油然而生，团队

协作精神也在一次次项目合作、活动组织中淬炼升华。

（二）优化了学生的成长环境

这一创新育人模式落地生根，为学生精心雕琢出一片成

长沃土。硬件设施上，学生社区旧貌换新颜，宿舍翻新温馨

舒适，自习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软件层面，文化建设如

火如荼，走廊文化、楼道展览展示着师生风采、学科魅力，

书香墨韵、艺术气息弥漫在社区各个角落，文化氛围醇厚浓

郁。更值得一提的是，资源整合打通了校内校外、线上线下

的壁垒，图书馆电子资源随时可查可用，企业实习实训机会

精准推送，学术讲座、社团活动精彩纷呈，为学生铺就广阔

发展之路，学习、成长机会俯拾皆是。

（三）增强了学生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强化党建引领与文化深耕，宛如在学生心间编织起一张

紧密的情感之网。党组织扎根社区，开展红色主题活动，引

领学生思想航向，让学生在信仰之光中找到归属。社区文化

节、宿舍文化评比等活动，激发学生集体荣誉感，大家齐心

协力装扮家园，共享温馨时刻。日常交流互动中，兴趣社团、

学习小组百花齐放，不同专业、年级的学生因共同爱好相聚，

交流频次增多、深度拓展，校园里处处洋溢着青春活力与团

结友爱氛围，学生对学校、社区的热爱溢于言表，参与热情

空前高涨。

（四）提高了学生满意度和幸福感

“一站式” 贴心关怀如春风化雨，润泽学生心田。从

学业帮扶到心理疏导，从生活照料到职业领航，全方位、全

过程的支持体系让学生倍感温暖。遇到学习难题，导师一对

一解惑；情绪低落时，心理咨询师贴心陪伴；职业迷茫期，

专业规划师指明方向。种种关怀汇聚，学生满意度、幸福感

直线飙升，回馈学校、社区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主动投身

志愿服务、校园建设，形成良性循环，共同绘就学校发展新

画卷。

四、问题和挑战

（一）资源整合的深度和广度有待加强

四川文理学院在前期的发展中，已然意识到资源整合的

重要性，并付诸行动整合了一定资源，然而当下的成果与理

想状态仍存在差距。从深度来看，与校外机构、企业的合作

多停留在浅层次的交流，像偶尔邀请企业人员来校举办讲座，

形式较为单一，未能深入挖掘企业核心资源，如实习岗位的

精准对接、深度参与课程开发等，让学生真正受益于实战经

验的传输。就广度而言，对外合作的范围相对狭窄，多局限

于本地少数企业，与行业头部企业、跨地区优质教育资源联

动匮乏，难以全方位拓宽学生视野。对内，各院系、各部门

之间资源共享不足，存在壁垒，导致一些优质的教学设备、

学术资料未能充分流通，限制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二）个性化服务仍需完善

如今，学生群体越发多元，成长环境、兴趣志向各异，

对个性化服务的呼声愈发强烈。学院现有的服务体系虽有一

定基础，但在精细度上亟待雕琢。以学业指导为例，多采用

大班统一辅导模式，难以兼顾学生个体知识掌握的差异，对

于基础薄弱或学有余力的学生缺乏针对性帮扶。在职业规划

板块，通用的职业测评无法深入剖析每个学生的特质与潜力，

个性化的职业路径设计缺失。兴趣拓展方面，社团活动同质

化严重，难以满足小众爱好群体需求，无法为学生量身打造

专属成长方案，距离满足不同学生全方位、深层次需求尚有

距离。

（三）育人模式的创新力度需加大

身处新时代的浪潮之下，育人模式的与时俱进是高校迈

向卓越的必由之路。四川文理学院目前的育人模式虽传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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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精华，但面对新时代学生的新特点、新诉求，创新的步伐

略显滞后。传统课堂教学仍占主导，师生互动局限于知识讲

授，缺乏对学生自主探索、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创新设计。实

践教学环节，项目陈旧、与现实脱节，未能紧密贴合行业最

新动态搭建实践场景。跨学科融合育人尚处于起步，未能打

破专业壁垒，激发学生多元知识碰撞的火花，探索契合时代

脉搏与学生心声的新模式迫在眉睫。

五、优化建议

（一）加强资源整合力度

在当今教育多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学院要积极主动地

拓宽视野，全方位加强与校内外各方资源的整合力度。一方

面，与校外企业紧密合作，邀请行业精英进校开展前沿讲座、

实训课程，让学生近距离接触职场动态，了解行业最新需求，

为未来就业铺设坚实道路。另一方面，深化与兄弟院校的交

流，共享优质课程资源、学术研究成果，实现优势互补。同

时，充分挖掘校内闲置资源，盘活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实验

室的先进设备等，为学生打造丰富多样的学习场景，切实为

学生提供更多元化、更高质量的学习和发展机会。

（二）完善个性化服务体系

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

兴趣爱好与职业规划。学院需投入更多精力深入了解学生的

个性化需求，搭建全方位的学情调研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

学生反馈座谈会等形式精准把握学生动态。在此基础上，完

善个性化服务体系，针对学习困难的学生配备专属学业导师，

一对一辅导功课；为有创新创业想法的学生提供项目孵化场

地、资金扶持与专业指导；给致力于深造的同学组织考研、

留学经验分享会，量身定制服务与支持，助力学生逐梦，实

现自我价值。

（三）加大育人模式创新力度

时代在飞速发展，学生的思想观念、学习方式也在不断

变化。学院应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探索符合时代要求和学生

需求的新育人模式。打破传统课堂的局限，构建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模式，利用网络平台拓展学习空间与时间。开展跨

学科项目式学习，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鼓励学生参与社区自治、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将

德育融入日常，通过持续加大创新力度，推动育人模式的不

断更新和升级。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无疑是实施 “一站式” 学生社区综合育人模

式的关键核心。学院要为教师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定期组

织教师参加专业培训、学术研讨会，让他们紧跟学科前沿，

更新知识储备。建立完善的教师激励机制，对在育人工作中

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表彰与奖励，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同时，

引入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双师型教师，优化师资结构，全方

位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确保能为学生提供优质

的教育和贴心的服务。

结论：

四川文理学院“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育人模式的实施，

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

适应能力。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学

院应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力度、完善个性化服务体系、加大

育人模式创新力度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以推

动该模式的持续发展和完善。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可为

其他高校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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