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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下学生骨干培育 APP开发的可行性研究 
黄晨 1  陈天洋 1  卫星 1  陈宇骁 1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合肥  230601） 

摘要：学生骨干作为高校新时代学生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其培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致力于为高校学生骨干能力培育构

建“资源整合平台”，提出研究设计以提升学生领导力为目标的学生骨干专属的“大骨汤”APP 构想，从 APP 开发的角度出发，以

用户体验为基础，把作为学生骨干应该关注的青年传播平台、工具、资源进行整合共享，实现学生干部能力提升培训、活动管理经

验分享、思想动态监测等功能，通过分析问卷数据探究其研发的可行性，以此为学生骨干能力培育提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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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学生骨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力量，各高校一

直都十分重视。新形势下我们也发现，高校学生骨干培养工作仍存

在一些不足，如培养形式的针对性和创新性尚有不足，培训的长期

性和持续性有待提升等。大数据时代下，具有灵活、方便、互动性

强等优势的移动 APP 已成为“00”后大学生学习生活中高频率使用

的工具。本文主要研究开发一个集合学生骨干能力提升所需的信

息、工具、资源进行整合共享的 app 平台，为大学生骨干领导力提

升为目标的社交和学习类的 APP 研发的可行性，从而帮助在校学生

骨干通过网络平台持续性提升领导力。 

2.设计开发构想 

2.1 功能概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本次设计开发“大骨汤”APP,顾名思义为大学生骨干补补

“钙”，学生骨干可以在 APP 平台“学习”页面获得学生骨干领导

力提升必备的各项技能，获得大量的学习资源与经验分享，同时活

动组织及效果反馈均可通过 APP 发送至参与学生中。APP 还将根据

用户需求，为学生骨干量声定制的任务规划等，用户可以通过 APP

对自己的学生工作任务进行日期规划，方便工作协调，提高工作效

率。 

2.2 首页展示 

APP 页面由“首页”、“消息”、“学习”、“广场”、“我的”五个

主要页面构成和对应的细分页面构成。用户可通过底部功能栏快速

了解到想要查阅的信息，也可在具体功能栏点击具体信息内容观

看，获得更优的操作体验。 

2.3 菜单介绍 

“首页”是大骨汤 APP 的窗口，由状态模块、功能模块和通知

模块构成。状态模块位于首页的上方，展示了用户所在的学校，所

在地区的天气情况。功能模块由八个小项组成：能力提升、心理辅

导、意见反馈、课程学习、任务规划、其他服务、问卷调查和朋辈

交流。每个功能都有对应的子页面。通知模块由默认，通知，校园

组成。默认展示消息主要为指导老师发布的通知以及校园模块中的

高赞贴子。通知部分展示活动指导老师和学习的各项通知消息。校

园模块按照时间顺序展示与用户同一学校学生发布的帖子。 

“消息”页面由一个简洁的消息窗口构成，用户可以在该界面

查看自己收到的通知消息如系统通知。“学习”页面上方有一个分

类菜单，点进学习页面时默认展示的是推荐页面，除此之外还有思

政、技能、管理等页面，用户可以在感兴趣的页面学习对应的内容。

“广场”页面主要用于用户间的交流，分享校园趣闻。页面由热门

话题和附近消息组成，热门话题通过后台检索最近一天内用户发布

的帖子中常出现的关键词，根据关键词的频率进行排名并展示。附

件消息同首页中的通知模块下属的校园模块，按照时间顺序展示与

用户同一学校的学生们发布的帖子。“我的”页面是用户的个人页

面。该页面由登录模块、信息管理模块和其他模块。登录模块对应

着大骨汤的登录界面，首次打开 APP 时，自动跳转到该页面。信

息管理模块由我的发布、消息通知、我的规划、学习记录组成。其

他模块中，包括账户设置、消息中心、关于大骨汤和联系客服，均

有对应的页面。 

 

图 1  “大骨汤”APP 开发设计构想 

3.可行性分析 

3.1 调查问卷内容 

以当代大学生骨干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的主题是对学生骨干

专属的提升领导力的学习类 APP--“大骨汤”的需求及预期设计开

发构想的可行性分析。本次调查分为前期调研、中期跟踪和后期反

馈三个阶段，从大学生领导力提升现状和 APP 功能满意度等方面入

手，对调查的原始资料进行整理、筛选，采用 SPSS 软件对调查问

卷的结果进行数据分析与讨论，从而更好地服务于 APP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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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与讨论 

此次采用按比例概率抽样的方法，前期调研发放 156 份问卷，

中期跟踪发放 227 份，后期反馈发放 231 份，全部回收。基于收集

到的数据基础开展 APP 的设计与后期修缮工作。 

3.2.1 前期调研数据分析 

在正式制作 APP 前对当前高校对于领导力培养的现状进行问

卷调研，共收集到 188 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 156 份。针对

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学生所在高校把领导力列入学生素质评价

体系的比例为 55.68%，有 11.36%的学校并未把领导力列入评价体

系。同时发现有 82.95%的学生愿意主动参加领导力培训活动。 

表 1  前期调研问卷 

制约因素 N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学校理念滞后 156 6 23 12.15 2.12 

相关课程缺乏 156 11 45 13.64 2.02 

学生自主意识

缺乏 
156 9 24 11.48 2.03 

缺少实际操作 156 9 32 13.55 2.12 

表 1 是本次调查问卷对于学生认为制约大学生领导力培养因素

的结果统计表，其维度平均值为 12.11。其中，学生理念滞后、相

关课程缺乏与缺少实际操作的均值分别为 12.15、13.64 以及 13.55，

均超过了维度平均值。学校理念滞后的均值为 11.48，低于维度平

均值。针对以上数据结果，当前还未有一款软件能够有针对地对学

生骨干进行领导力培养。对于现存的领导力培养的软件，其内容以

及功能都不够具象。 

3.2.2 中期跟踪调研数据分析 

表 2 中期跟踪调研问卷 

内容板块 N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能力提升 227 4 24 11.25 1.04 

心理辅导 227 8 23 11.48 1.02 

朋辈交流 227 6 26 11.64 1.03 

任务规划 227 9 28 11.33 1.12 

表 2 是本 APP 在测试环节时同学们使用感受的统计。调查数据

结果显示，其维度平均值为 11.41。朋辈交流板块的均值为 11.64，

超过中等水平。心理辅导板块均值为 11.48，稍高于维度平均值，

处于中等水平，任务规划与能力提升板块的均值分别为 11.25 与

11.33，略低于平均值。通过数据分析可知，目前本 APP 在心理辅

导板块较为完善，其他三个板块均有提升空间。  

3.2.3 后期反馈调研数据分析 

在正式发布 APP 前，本组首先需要对 APP 的内容以及功能确

立进行初步调查。此次调查共回收 246 份问卷，通过整理与统计，

共有 231 份有效问卷。此次问卷主要面向的人群是大学生群体，目

标是为了了解当前大学生群体对于领导力提升软件的使用情况以

及需求。 

表 3 后期反馈调研问卷 

领导力内

容 
N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感召力 231 7 26 12.32 2.31 

前瞻力 231 6 23 12.86 2.01 

影响力 231 7 24 12.93 2.40 

决断力 231 9 26 12.47 2.56 

控制力 231 10 27 12.85 3.01 

表 3 是本校学生领导力内容描述的统计，其维度平均值为 12.6。

调查数据结果显示，感召力与决断力的均值分别为 12.32 与 12.47，

接近中等水平,前瞻力，影响力与控制力均值分别为 12.86、12.93、

12.85，稍高于维度平均值，处于中等水平。通过数据分析可知，目

前本校对于领导力的理解还处在中等水平。  

4.结束语 

通过对用户人群即为学生骨干需求的分析，以学生骨干领导力

提升为主题的 APP 建设研究发现，其中设有朋辈交流、活动咨询与

定制的功能得到了大多数调研用户群体的肯定，该类 APP 具有创新

性，也能够给需求客户提供能力提升的资源获取平台，能够被接受

和支持。本团队设计研发新款软件，基于现有软件（学习通、学习

公社），在原有基础上新建架构，实现“1 线下+n 线上”的培训模

式，消除学生骨干培训内容局限性的壁垒，利用“互联网+”及大

数据，做到“高效化”、“多样化”创新培育模式，时间弹性更大，

学生反馈更及时，从而真正意义上借助 APP 提高人才领导力，在新

时代互联网背景下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合肥工业大学青年教师创新社科类项目“新工科背景下高校学

科特色班级建设体系研究”(项目编号 JS2020HGQC0148）和合肥工

业大学“立心聚魂”党班团协同育人辅导员工作室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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