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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多区模式下大学生心理健康及校园生活状态研究 
——以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张婧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000）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越来越多高校加入到“一

校多区“的办学行列，分校区办学成为高校发展越来越普遍的趋势。

在一校多区的办学模式下，高校不断地扩招扩建，各校区之间的资

源分配、专业设置、地理位置、教学条件、生活环境等方面存在着

一定的差别，随之也对来自不同校区同级的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体

验、个人成长以及毕业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学生是一个

特殊的群体，一方面，大学时期是人生成长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是

人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阶段，是生理和心理发展成熟的关键期，大学

生处于迅速走向成熟而又未成熟的阶段。另一方面，大学生有许多

特殊的问题需要解决，如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以及与高中不同的学习

方式，建立新的人际关系，面临未来职业的选择等，而这些问题都

可能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困惑、压力和冲突。多校区办学关系到教

学质量、人才培养和学校的长远发展。因此，近年来随着一校多区

的不断发展，除了研究一校多区办学条件下的管理模式，不同校区

间学生的心理健康开始逐渐引起一校多区办学管理者的关注。 

本研究以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和江门两个校区 2020 级

大一新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两个校区在一校多区管理模式下

学生在大一时关于心理健康、校园归属感、社团参与度以及专业认

可度等维度的数据，以及在 20 级江门校区新生在大二搬回广州校

区之后的数据做对照分析，通过量性和质性相结合的方式了解江门

校区作为新校区，在运营管理的第一年在学生管理方面需要提升和

改进的方面，并对作为新校区的江门分校区未来的学生管理以及各

方面运营提出建议和意见。 

一、一校两区模式下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2020 级学生现

状及原因分析 

1. 专任教师常驻校本部，分校区学生与专业课教师缺乏交流，

专业认同度不高。在当前一校两区的运营模式下，广东邮电职业技

术学院的授课教师（专任教师）一般通过乘坐穿梭于广州校区和江

门校区间的校车实现往返授课。由于现有专任教师绝大部分专任教

师的家庭和生活都在广州市，常驻广州校区专任教师到江门校区授

课如超过 1 天的则需要申请校内的住宿，并按 50 元/天的补贴标准

发放。校方出于成本的考虑，以及常驻广州的专任教师一般会倾向

于将江门校区的课程任务安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因此时常

出现江门校区的学生在同一专业课上可能出现一天之内 4 节甚至 8

节连堂上课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广州常驻的专任教师希望缩短

每周的外勤天数，高效完成每周的授课任务，因此专任教师在江门

校区的工作时间段里会密集地排满课程。导致专任教师在江门校区

的工作时间段内，无法拥有较为空闲的时间与其授课的班级学生进

行交流。在与江门校区学生进行情况了解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江

门校区学生在经过一个学期的专业课学习之后，甚至都不知道自己

的专业课老师的名字，也不知道老师的办公地点在哪里。通过与前

往江门校区授课的常驻广州校区的专任教师沟通发现，大部分专任

教师觉得每次到江门校区授课的时间总是非常紧迫，经常是一天 8

节课连堂，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当日结课后，为了能赶上返回广

州校区的校车，一下课便会立即收拾行李离开。遇到需要指导学生

的情况，只能通过微信进行交流。江门校区学生长期需要适应连堂

学习专业课程，没有足够的时间对新学知识进行消化和实践，在课

后也无法及时通过面对面交谈与授课教师请教和交流，使得大部分

学生在专业课程上的学习略显吃力，进而影响学生对所学科目的认

可度。在关于高职学生专业认同现状调查结果显示，自主选择志愿

的学生对于专业认同的认可度较高。因此，一校两区办学条件下还

可能存在因学校所处地区而影响学生专业的选择，从而影响其专业

认同度。 

2. 新校区基础建设尚未完善，差异化校园建设影响不同校区学

生的校园归属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大学生在进入大学校园之

后的适应过程中，能否在所属群体中找到归宿、拥有良好的学校归

属感，对于他们在大学期间的精神风貌、学习、生活，乃至整个人

生成长过程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我国一些已经实现一校多区的高

校中，不少学者在关于不同校区学生的校园归属感方面做了相关研

究。研究显示由于不同校区间存在教学及学术条件差异、生活环境

及课外活动场地的差异、师生交流的欠缺以及各校区间校园文化浓

淡不一等因素，一校多区办学条件下不同校区的学生在校园归属感

的塑造方面受到了负面影响。20 年秋季开学时，江门校区基础建设

尚未完善，大量学生宿舍存在下水道堵塞、天花渗水、马桶不通等

问题。校园建设方面，校内无户外运动场，学生活动范围仅有 2 栋

教学楼、1 栋宿舍楼及一个羽毛球乒乓球馆。而校本部广州校区已

办学多年，校内基础建设及设施设备基本完善，除部分宿舍楼内部

装修较为陈旧外，基本能满足学生日常生活学习的一切需求。由于

处于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里度过，相比

起广州校区，江门校区的学生所生活的校区设备不完善，未能满足

学生生活和学习的基本需求，公共娱乐场所少，存在球场不够用，

运营时间段等问题，使得江门校区学生的生活幸福度低，从而影响

其对学习的校园归属感。不少学生十分向往大二回到广州校本部的

生活。 

3. 社团负责人在校本部，跨校区社团联动难实现。由于一校两

区的设置，参照其他高校的情况，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的社团管

理属于延伸管理，社团的主要负责人如会长等等均设置在广州校本

部。因此，两校区办学模式下的各校区学生的社团参与度可能存在

一定的参与度差异。由于 20 级新生分别在广州和江门校区，而各

校社团的负责人均为大二学生，常驻于广州校本部。对于各类校级

社团活动的策划、筹备、实施等，校本部的社团新生可以通过直接

与同在校本部的社团负责人进行直接对接，对于场地的使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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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活动现场的布置等均可得到直接的指导以及经验的借鉴。

而对于需要同步进行校级社团活动的江门校区，由于需要两校区联

动同时开展校级社团活动，同一批社团负责人分身乏术，加上课业

问题，无法抽身到江门校区进行现场指导。加上社团负责人为大二

学生，对于新校区的基础设备、物资以及日益变化的校园环境不熟

悉，无法对江门校区的新生社团成员开展社团活动进行直接的指

导。使得江门校区新生社团活动开展存在一定困难，无法获得前辈

的帮助和指导，对于执行社团任务无法获得高的成就感，社团成员

对社团活动的参与兴趣降低，对竞选社团负责人的信念感降低。 

4. 新校区常驻学工人员少且多为新人，处于学生问题能力待加

强，学生心理适应存在困难。由于一校两区模式下大多教室往往穿

梭于两个校区工作，使得师生缺乏交流, 且住在校区(特别是新校区

所在区域为离市区较远的人才岛)学生工作管理人员不多，不能及时

解决他们在思想、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问题, 导致部分学生心理上

存在困惑、烦躁、紧张、无奈和悲观等不良反映与适应障碍，从而

对学生心理健康造成影响。另外，由于新校区可供学生活动的公共

区域在 20 年大部分时间处于围蔽修建阶段，学生日常可户外活动

范围受限，运动场馆人均面积少，公共体育建设不健全。学生无法

通过运动等户外方式在疫情防控的“非必要不外出”阶段丰富自己

的课余生活，消遣娱乐。甚至加重学生因“非必要不外出”而引起

的焦虑情绪，导致心理状态低迷，影响心理状态。 

二、一校两区模式下新校区学生管理及运营对策 

1. 招聘常驻本地师资，与校本部教师建立“传帮带”机制。增

加江门校区属地化招聘教师的比例，针对属地化招聘专任教师，教

务处按照科学合理的方式排课，让专任教师有富足课余时间与学生

进行课堂外的交流，使学生在科学的学习规律下接收课堂知识，并

利用课余时间消化以及实践。以“传帮带”机制建立新校区新教师

导师制，减少校本部教师外勤频次与时长，通过建立专业课程组，

合理分配及安排两校区的师资配比，以满足两校区新生的学习需

求。 

2. 加快新校区基础建设进程，确保学生日常需求。新校区当前

正在二期及三期筹备及建设的过程中，除了开拓新的区域以及基础

建设外，已在校学生的日常场地需求不容忽视。在新校区建设过程

中，除了在校学生吃饭、住宿以及上课的基本场地外，在校学生的

休闲娱乐场所，如运动场管、体育设施、多媒体活动室等，以及其

他需求，如理发店、打印店、水果店等，需尽快配备齐全，以满足

在校学生因疫情防控“非必要不外出”的在校生活需求，增加生活

的便利性，提升在校学生生活幸福感，同时提高对校园的归属感。 

3. 设置社团活动日，跨校区联动开展社团活动。为确保社团活

动顺利进行，可将每周固定半天设置为社团活动日，并根据实际情

况实行场地轮换制，确保社团活动在新校区顺利开展。社团新生可

在社团活动日往返与两校区之间，相互学习交流。校本部的社团负

责人也可在社团活动日前往新校区进行与新生进行交流，勘察场

地，指导新校区社团新生开展工作，两校区间新生产生联动。针对

部分大型活动，可将场地倾向性地设置在新校区进行，增加两校区

间新生互动以及新校区新生与校本部社团负责人之间的交流。 

4. 加强新校区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危机干预。新校区在校学生

为大一新生，开学初期存在一定心理适应问题。新校区心理中心在

开学初针对心理筛查结果显示异常学生的心理访谈中，除了排查过

往病史外，还应注意新校区新生的适应问题。新校区由于基础建设

尚未完善，所在城市不及校本部，校内基础建设以及设施尚未完善，

学生易产生心理落差感。在学期间，辅导员和班主任等学生管理对

于也应时刻关注及重视学生心理状态，心理中心可开展系列心理团

体辅导，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提升学生心理素质，帮助学生舒缓心

理压力及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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