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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双校区不同环境下学习与生活的调研

——以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德阳校区为例
刘 勇 张恒瑞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四川 广汉 618307

【摘 要】：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多数高校的现有校区已无法满足其教学需求，部分高校由于校区容量、资源设施、

地理位置及交通问题，将采用双校区运行模式来进行管理。双校区管理模式成为了当前高校发展的新趋势，双校区运行管理过程

中容易导致校区间产生各类问题，如造成学生活动组织开展不便，教学资源的分布及硬件设施差异等问题的出现，给高校的教学

资源优化配置，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带来了诸多挑战。以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德阳校区为例，通过调查分析研究高校大学生在

双校区不同环境下学习与生活情况，对双校区运行管理中的相关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为双校区办学在减少教学资源浪费、

提高学生管理效率、构建良好校园文化方面提供新思路，便于高校更好的运行双校区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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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llege students'study and life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of dual campuses
--Takes the Deyang Campus of the Civil Aviation Flight Institute of China as an example

Yong Liu, Henru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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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college enrollment scale,the existing campuses of most universities have been unable to meet

their teaching needs.Some universities will adopt the dual-campus operation mode to manage due to the campus capacity,resource

facilities,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raffic problems.Double campus management mode has become the new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double campus operation management process lead to various problems between campus,such as student activities

inconvenience,the distribu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hardware differences,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has brought many challenges.In China civil aviation flight institute Deyang campus,for

example,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double campus under the different environment of learning and

life,the double campus operation management problems put forward targeted solutions,to reduce the waste of teaching resources,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tudent management,build good campus culture to provide new ideas,facilitate better operation of double campus

managemen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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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双校区办学，这是一个获取资源和资源重组的过程。

双校区办学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使得教学资源配置从以前的单

校区调节转变为双校区协调。为了确保双校区的顺利运行和高

质量的教育教学，学校必须给每个校区配置合适的教学资源，

由于校区与校区之间的距离较远，很难实现所有教学资源的共

享。以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为例，校本部已经具备了较好完

善的基础设施，且配置了合理的公共服务资源，而德阳校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学生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都需要进

一步地思考和提高。通过调研分析在双校区环境下高校大学生

的学习与生活情况，对双校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

解决措施，积极促进双校区的运行管理。

1 双校区运行管理存在的挑战

1.1硬件教学设施配套资源不全

双校区运行管理过程中，德阳校区相比主校区，硬件教学

设施配套不全面。教室、实验室、机房、图书馆、体育场所、

行政办公室及教学设备等与本部相比配套不全，无法完全满足

教学的各项需求。由于德阳校区中绝大部分的设施设备由被租

借学校占主导，这就导致主校区有的教育教学资源和硬件设施

在德阳校区无法落实，如主校区教学楼给不同专业所配备的不

同实验室，可供同学们模拟操作实验，电子实验室有一些集成

的芯片，供同学们搭建电路模型等。在德阳校区由于资金、场

地等限制，部分硬件配套教学资源无法满足学生的实验学习需

求。由于两校区间的距离较远，主校区的教学硬件设施不能及

时共享，容易造成硬件设施配套资源的浪费。硬件教学设施配

套资源的不全容易侧面对学生的学习造成一定的影响，打击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1.2教学资源缺乏实时共享

双校区教学过程中，校区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无法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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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教学资源进行实时共享，对刚步入大学学习，急需养成

良好学习习惯的大一新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德阳校区的

教育教学资源与主校区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德阳校区学生总

体人数相比主校区较少，学生之间学业竞争压力较小，容易促

使学生没有学习紧迫感，缺乏学习危机意识，不利用形成良好

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双校区间教师的教学授课由双校区的班

车进行协调，由于班车发车时间固定，多数教师来德阳校区进

行授课时，刚上完课需乘坐班车回到主校区，在德阳校区课后

答疑时间较短，这样一来，德阳校区的学生堆积的知识点问题

和难点无法得到及时的解决，导致问题越堆越多，专业知识的

难点越积越多，渐渐会丧失对学习的积极性，严重的甚至导致

自暴自弃，荒废学业，容易形成消极的学习氛围。通过对德阳

校区随机抽取 200名学生进行调查问卷，当提及到“你认为德

阳校区与主校区哪里的学习氛围较好，更加有利于大学生学习

成长”时，“主校区”学习氛围较好占比 98.7%，说明主校区

更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生更加倾向于在主校区

进行学习生活，德阳校区的学习氛围有待提高。

1.3社团活动形式较为单一

双校区的运行管理模式下，由于校区间的距离较远，主校

区与德阳校区之间难以开展实时性二课活动。德阳校区开展的

各项学生社团活动多数在周末进行，主校区的高年级学生骨干

前往德阳校区进行活动的组织开展，活动结束后再返回，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社团成员之间有效地沟通交流，且双校区来回的

经济成本较高，给开展各项二课活动的前期准备工作和活动顺

利进行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与主校区相比，德阳校区二课活动

设施设备较为单一，活动场地有限，因此能够组织开展的各项

二课活动受限，能够开展的各项二课活动形式相对主校区较

少。这些间接对德阳校区学生参加二课活动的积极性造成了一

定的影响，容易导致同学积极性不高，对参与各项二课活动的

热情低迷，造成对各项活动不关心，不愿意参加各项活动的现

象。由于主校区活动场地广阔，活动设施齐全，二课活动形式

丰富多样，同学们参与热情极高，愿意积极参与到活动过程中。

通过问卷调查到“主校区与德阳校区开展的各项二课活动更倾

向于参加哪一个校区时”，随机抽样调查的全体学生更愿意参

加主校区的二课活动，对主校区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兴趣较

大，愿意积极参与其中。

2 双校区运行管理的优化措施

2.1完善教学硬件设施配套资源

教学硬件设施配套资源是高校开展各项教学活动和工作

的平台，不仅在现代教学的发挥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潜移

默化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优良

的硬件设施建设能够给教学提供诸多便利，提高教育教学的质

量。调查研究发现，教学硬件设施的配备使得学生在听课时注

意力更集中，课堂气氛更活跃，即便是一些内容较之其他科目

枯燥的课程也因教学硬件设施的配备变得生动活跃起来[1]。在

双校区运行管理模式下，应当积极完善德阳校区的教学硬件设

施建设，同时开放德阳校区现已有的教学硬件设施资源，如计

算机房，多媒体教室等，实现信息与资源实时共享，这不仅在

教学中为教师与学生提供更多便捷，有利于德阳校区学生的学

习与知识的探索创新，同时对营造良好的大学学习氛围有着积

极的促进作用。

2.2加强教学监督机制

在双校区运行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可以建立教学

监督系统，加强并完善教学监督机制，具体包括教学管理自控、

教学常规检查、教学大纲的修订、教材建设、课程的编排与调

整、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教学研究制度等。通过对德阳校区

教学情况的监督，实现对整个教学状态的宏观调控，实时监督

教师的课堂教学，教师的课堂教学应当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和教

学大纲进行，对双校区的教学资源进行实时共享，保障德阳校

区的教学质量稳步上升[2]。由于授课教师在德阳校区授课完成

后将回到主校区，在德阳校区待的课后时间较为短暂，无法及

时对学生的课堂知识难点进行答疑。因此，一方面可以加强任

课教师与学生线上答疑的频率，实时有效解决学生的知识疑

点，加强教师与学生间的线上交流，通过在线答疑的方法来解

决同学们的学习需求。另一方面，加强校车在两校区之间来往

的频率，让教师授课不再赶着时间，对于有一些意愿留在德阳

校区的教师可给予适当支持和帮助，加强教师与学生间的积极

沟通，对于一些学习较为吃力，成绩不好的学生，进行一对一

帮扶，保证不落下一个学生，从整体上提升学生学习质量。

2.3加强学生的信息化管理

双校区运行管理过程中，双校区间的距离及地域限制将会

影响到学校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各个部门间学生信息资源不

互通，造成出现数据收集统计不及时和重复性的统计收集相关

数据问题的出现。学校可以通过建立双校区的学生信息化平台

来实现学校各部门的信息共享，从而实现各部门共同参与到双

校区的学生管理工作中[3]。加强双校区学生的信息化管理，辅

导员、班主任和任课教师通过信息化平台分享管理、教学心得，

加强交流联系，不仅可以及时处理学生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棘手

问题，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教师在双校区间来回的时间成

本和经济成本，提高学生管理的效率。德阳校区主要是大一新

生，大一对于大学生四年的学业培养，对于大学生良好习惯、

良好学风作风的养成至关重要。加强学生的信息化管理，通过

信息化平台定期分享主校区优秀学生事迹，给德阳校区的大一

新生传授学习经验，让德阳校区的学生能够更快速地熟悉主校

区的校园环境，为德阳校区的学生大二搬迁至主校区，熟悉习

惯主校区的教学环境和校园文化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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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加强社团间的联系联动

高校社团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紧密融合了

校园文化的内在精神文化和外在物质文化，有利于促进校园文

化创新建设，营造良好和谐的校园环境，为学生的学习、成长

成才创造更多的锻炼平台[4]。双校区运行过程中，由于德阳校

区的活动场地，开展社团的设备设施的限制，本部社团成员前

往德阳校区开展活动花费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较高，两校区间的

社团交流相对较少，各类社团活动开展起来困难较大，难以形

成良好的社团文化。相比主校区，德阳校区的学生很难感受社

团氛围，容易造成德阳校区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积极性不高的现

象，这对德阳校区的大一新生回到本部后再次加入社团的积极

性造成了一定层面上的打击。因此，社团管理者需要对双校区

间的社团活动制定详细的计划，增加社团活动的丰富性和趣味

性，增加校区间社团的交流，通过积极组织开展各项二课活动

增加校区间的联系联动，借助多样化的社团活动促进校园文化

建设和双校区运行。

综上所述，双校区运行管理是一种新型的办学模式，面临

着诸多挑战。高校应当加强对双校区的运行管理，制定有效合

理的双校区运行计划，高度重视双校区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学生

管理和教育教学质量等问题，加强学生管理和教学监督，积极

应对，推动双校区办学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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