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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高校校园类 App 服务质量的路径探析
——基于 Easy-life 便民 App 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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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0 ）

摘要：校园类 App 是大学生进行大学生活的必备工具。本文基于高校校园类 App 的发展困境，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立

项项目 Easy-life 便民 App 的功能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规范高校校园类应用市场的路径，旨在优化大学生的软件使用体验，更好地满足

学习和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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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化时代的到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和机遇，近

年来，在国家政策、社会环境等多因素的作用下，校园类 App 迎来

了发展的黄金期。在校园类 App 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

问题，本文从高校校园类 App 的定义谈起，结合校园 App 的发展困

境和 Easy-life App 的功能，探索高校校园类 App 发展的新局面。

一、高校校园类 App 的内涵界定

如今，应用软件种类丰富，办公类、通信类、影音类多种多

样，大学生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主要参加者，自然是各有涉猎，那

么，是不是大学生有所使用的应用软件都是校园类 App 呢？为了

增强信度，本文的论证将高校校园类 App 定义为：以提升大学生

学习效率或便利日常生活为目的的应用软件。从定义中可以知道，

高校校园类 App 的用户以 18-22 岁的大学生为主，它们的功能都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的生活需求。

二、高校校园类 App 的发展困境

（一）校园 App 评分持续走低

对于一款 App 来说，满足用户的定向需求是首要任务。以应

用商店中的软件评分做参考，大部分校园类 App 是没有达到这个

要求的，尤其是许多学校强制性下载的应用软件，评分更是惨不

忍睹。一方面，强制下载生发了学生的抵触情绪。出于学校发展

需要或是教师的教学要求，学生往往被要求下载各种并非本意而

安装的软件。在完成学校要求的任务后，这些软件最终都难逃被

快速卸载的命运。另一方面，许多开发商过于重视软件的盈利。

市场上优质的教育类软件诸如新东方大学考试、得到等，核心功

能都需要用户付费才能体验，同时，为了获取更多的收益，这些

软件无一例外会向用户推送大量的广告。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

致校园 App 评分普遍偏低。

（二）用户活跃度、忠诚度不高

如果你在微博广场中询问什么软件记单词的效果比较好，那么，

你收到的回复极有可能是五花八门的，比如扇贝单词、不背单词等，

我们难以评说究竟哪一款才是最优的，因为它们的功能虽然重叠，

但也各有不同。一方面，量多质同的应用软件极大地分散了客流量。

另一方面，校园类 App 的更新换代很快，很少有校园类软件在大学

生毕业后还能留在他们的手机存储空间。一般情况下，用户容易先

入为主地认定最早接触的某一类别的首款 App，但随着社交软件和

影音软件的快速崛起，新兴软件和优质软件也更容易被用户接受。

在低成本的宣传下，用户活跃度和忠诚度表露出一些矛盾。

（三）较低的行业壁垒引起了低质 App 的滥觞

一方面，许多优质软件工程师被腾讯、字节跳动、百度等顶

级高科技公司收入麾下，一门心思将研发投入到大学市场的开发

商少之又少。另一方面，“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

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等竞赛活动的大肆举办，掀起了国内

外创新思维的充分涌流，不过限于专业知识的匮乏，许多创意只

能落地不能开花，或是营养不良结不出果子，又或是结出的果子

品质欠佳。总而言之，就是具备软件研发能力的软件工程师不了

解大学生的需求，了解大学生需求的人仅有创造力，将天马行空

的想法付诸于实践的操作能力欠佳。

三、Easy-life 便民 App 的功能简介

Easy-life 是基于满足宜宾学院等具有类似校园环境的高校学生

发展需求而设计的便民软件，它深挖学生需求，涵盖“云 offer”“回

乡的车”“食堂外卖”“美好食光”等功能，这些功能都与生活息

息相关。Easy-life 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通过依托学校设施，整合学

校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便利。

（一）云 Offer

得到一份好的工作是多数学生的最终诉求。基于许多大学生

就业信息来源窄、前期兼职经验与职业目标不相符、职业规划不

明确等问题，此项功能应运而生。“云 offer”这一模块的功能就

是有针对性地及时更新各类大赛的活动信息，以及各大用人单位

的招聘信息，通过前端的筛选和整合，帮助学生省略一些徘徊和

迷茫的时间，并定期推送时事文章和感悟，不断提升大学生适应

社会的能力。同时，在线上线下发布圆桌分享会的主题，有兴趣

的同学可以主动报名，通过每周的分享，学生相互促进，减轻对

于工作的焦虑感，并在思维碰撞中开阔大家的视野。

（二）回乡的车

“回乡的车”这一功能主要针对于目前大学生远距离出游的

交通工具仅限于某一单一方式而建立。随着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

展，交通工具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车辆大大拓

宽了我们的生活半径。小汽车、大巴车、高铁、火车……可供大

学生选择的出游方式多种多样，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大学生往往

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一种出游方式后不再改变。每逢节假日，

学校万能墙上拼车的消息总是风靡一时，但最终的解决率往往不

高。因此，在“回乡的车”模块中，录入出租车的信息、引入客

车等交通工具的信息，同时，该模块提供高校所属城市各个站点

地址的详情和车次信息查询的功能。用户既可以在上面自由发布

拼车消息，也能在输入目的地时，智能推荐出行方案，让学生们

经过大学四年不再仅仅只坐过一种类型的交通工具回家、出游，

而是在更多地选择中体验生活的新鲜感。

（三）美好食光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饮食的追求早就从吃饱转变为

如何吃得更便利、如何吃得更好。高校中大都是以班级和寝室为

团体的集体生活，一起做饭能享受到更多的趣味，大学里很多学

生会萌生出自己做饭的想法。在校外，日租房会提供简单的厨具

用品。一些学生会部门和寝室在聚餐时会选择到日租房去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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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食光”功能就是将日租房“搬”进了学校。通过向学校申

请场地，将一些空闲空间作为课后休闲、平日做饭的地方。Easy-

life 中录入场地信息后，学生可以在软件上清楚地看到场地剩余情

况，进而预订房间。

除以上列举的三项功能外，针对食堂的拥挤情况，设计了在

Easy-life 上进行食堂点餐，招募学生送餐的“食堂外卖”服务；

针对购买的书籍利用率低、需求量大的问题，构想了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在线上平台注册，预定图书，学生可

就近选择服务站点免费借阅图书，在图书漂流中分享知识与感悟

信任，达到延伸图书社会效益的作用；针对每年毕业季大量卖出

和买入的需求，Easy-life 提供二手转卖服务；为满足学生扩充自

己知识框架与体系的需要，构想了“共享课表”模块，帮助学生

快速锁定感兴趣课程的时间、地点及授课教师，既注重兴趣培养，

又兼顾造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任务。

四、浅析提升高校校园类 App 服务质量的路径

总的来看，Easy-life 是一款基于大学生需求而设计的集学习

与生活服务于一体的便民 App，作为一款完全免费使用的校园类

应用软件，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校园 App 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

竞争劣势。同时，作为着眼于大学生现实需求与发展需求的垂直

App，又能使它更易于赢得学生的青睐。同商业化的 App 相比，

它对学生的关切更深，和同类别的校园 App 相比，它的功能又有

许多创新之处，经专业团队研发投入市场之后，能够拥有一个较

为可观的发展空间。现基于 Easy-life 的创意构想，对高校校园类

App 提升服务质量提出一些解决路径。

（一）高校应在校园 App 研发领域承担起服务者和奉献者的

角色

手机作为一个高度私人化的工具，大学生个人理应享有对它

的高度支配权，高校要做的是带领学生研发适于他们使用的优质

应用软件，而不是强制要求他们下载不需要的 App。目前市面上

接受度较高的校园类软件普遍是由专门的软件开发商和教育信息

技术公司开发的，兼顾共性而缺乏个性。站在纵向方面把所有高

校分门别类，发展真正具有针对性、与学校实际紧密相连，具有

学校特色的校园 App 少之又少。这也就导致很多软件的功能不能

得到学生们的全部应用，要想满足需求，需要下载多个 App，增

加了学生的负担。有部分高校依托云计算，开发出了“智慧校园”，

但经常由于登陆人数过多而造成网络拥堵，使得师生体验感较差。

同时，大学生容易对这些网站产生功能固着，难以提起兴趣主动

探索“智慧校园”的其他功能，导致使用频率较低。因此，学校

应充分利用好学生这一资源，收集创意、因地制宜地研发具有学

校特色，符合学校实际情况，适合学生使用的特色化 App。

（二）从综合 App 向垂直 App 转型

垂直 App 指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些特定领域或某种特定需求，

提供有关这个领域需求的全部深度信息和相关服务。像 Easy-life

这一高校校园类 App，它的功能全部为大学生所设计，有效性强，

用户的黏性会比综合类 App 要高。在市场的挤压下，为延长产品

的生命周期，已经出现了应用软件向公众号、小程序转型的趋势，

这些公众号和小程序普遍呈现出功能单一、操作简单的特征，能

够满足用户的基本需求，与功能单一的小程序相比，内容丰富的

App 往往对喜欢猎奇的大学生更有吸引力。

高校校园类 App 要取得长远发展，不能好高骛远，幻想一口

气吃成一个胖子。实际上，Easy-life 在设计之初也没有考虑到垂

直 App 功能的相互衔接，没有对功能进行细化的分类，只是对高

校学生的需求进行了堆砌。从长远来看，垂直 App 应是高校校园

类应用软件的开发方向，它的发展应该是功能合而为一、高度整合，

向某一领域纵深发展的能够实现精细化操作的个性化服务平台。

（三）规范 App 市场准入制度，提高校园类 App 准入门槛

高校校园类 App 服务质量的提高离不开市场的监管。创新创

业大赛的举办营造了人人皆可创新、皆能创业的氛围，各高校为

了提高大学生创新和创业的意识和能力、促进学校的改革和发展，

都强烈号召甚至是强制要求学生参加比赛。比赛主办方和各校的

出发点是好的，但在落实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的过程中总是出现

偏差，导致许多学生在参加活动时没有遵循自愿原则。而软件开

发则是大学生们较常想到的创新点，这种被逼出来的创意质量往

往是不高的，立意同质化、内容同质化的现象较为经常，有些已

经存在的软件，经参赛者换一个名字后便完成了他们的“创新”。

在进行策划书审核时，各方也没有做到严格要求、考虑实际情况，

使得许多完全不成熟的项目也轻松地得到了立项或奖项。

创新虽然是人人可行的，但创新创业大赛管理的松散很大程

度上降低了创新创业的门槛。互联网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得许多

人盯上了应用技术红利这块大蛋糕。过于重视软件盈利、质量不高、

功能重叠的软件层出不穷。一方面，互联网巨头擅于迅速复制新

兴软件快速入局，扰乱了应用软件发展市场，另一方面，较低的

行业门槛引起了同功能软件和低俗软件的滥觞。要实现高校校园

类 App 的转型提质，相关部门需要完善市场准入制度，提高其准

入门槛，督促市场主体完成对自身产品的整合与升级。

（四）把握好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软件运营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抓好创新这个关键点。在市场

大环境下来看，提到外卖软件，我们会想到美团、饿了么；提起

短视频软件，我们会想到抖音、快手；谈到音乐播放类软件，QQ

音乐、网易云的名字一下就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可见，在 App

市场内，呈现出了一种较为稳定的发展态势，但在各个领域内，

创新软件刚刚投入市场时，都引起了用户的极力支持。例如“哈

喽出行”这一品牌，就抓住了分布广泛的自行车迷这一巨大群体，

在短时期内便完成了项目的推广和深耕。

于高校校园类 App 来说，开发团队必须明白自己的软件定位。

你所构想的软件是为了用户更好地享受生活，还是仅想从中获利，

即使两者可以兼得，在研发之初弄清策划理念也是非常重要的。

创新与创意来源于对生活细枝末节的深入思考，即使如今我们的

生活已得到了极大的便利，也仍留有一些可供我们拓展的创新方

向。Easy-life 也是在对大学生生活的反思中，完成了其自身功能

的创新，研发校园类 App 必须要以人为本，纵深创新，才能有效

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五、结语

Easy-life App 是集自我提升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垂直应用软件，

体现了高校校园类 App 的发展需求。立足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是校

园类 App 的初心和使命，大学生在应用软件的选择上，反映了他们

的日常需求，制作 App 需要顺势而为，将更多的心思花在系统的完

善升级上。市场的发展势必会推动 App 的转型升级，不过，任凭局

势变化，以创新为引领，向垂直 App 转型、加强市场 监管等措施始

终都是提高高校校园类 App 服务质量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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