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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研究探析

唐拴虎
（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新疆哈密　 ８３９０００）

　 　 ［摘　 要］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是一种创新的教育管理模式，其通过整合学校、院系、职能
部门等方面的力量，把校院领导力量、思政力量、服务力量等下沉到学生中间，为学生提供了更
加全面细致的服务。为了解我国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研究的基本现状，分析高校“一站式”学
生社区研究的发展方向。以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５年４月４日中国知网的关于高校“一站式”
学生社区的中文学术期刊论文为数据，用德雷赛尔大学陈美超博士和大连理工大学ＷＩＳＥ实验
室协作开发的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分析了发文量、作者共现、机构合作，以及关键
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关键词突现等，得出目前我国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研究的现状、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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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是教育
的根本问题，也事关教育的基本立场。高校“一站
式”学生社区具体指通过整合高校内外各种有效资
源，为学生提供学习、生活、娱乐、社会实践于一体
的综合服务平台；它打破了传统校园内地理单元的
界限，把各种教育资源和设施集中在一起，极大地
方便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和自我提升，“通过发挥思
想引领、道德培育、文化涵养、服务育人、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五大功能构建安全和谐、便捷高效、积极
文明的学生社区教育管理体系”。

查询中国知网可知，关于高校“一站式”学生社
区研究的文献综述类论文很少，以关键词“‘一站
式’学生社区＋综述”为例，仅有５篇中文学术期刊
论文，其中４篇是以某类／个学校为例进行研究；这
使得研究者们无法系统有效了解该研究领域的研
究现状和趋势。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中国知网中高
校“‘一站式’学生社区”主题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探讨该领域的当前研究状况及趋势，以便为后续研
究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一、选择研究方法和样本
使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６． ３Ｒ３软件对诸如高校“一站

式”学生社区相关研究论文的作者等数据进行了可
视化分析，生成了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的作者合
作知识图谱，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关键词突现知
识图谱等。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收录的有关高校
“一站式”学生社区相关文献作为研究数据库，选择
主题为“‘一站式’学生社区”，时间设定为２０１９年１
月１日至２０２５年４月４日，共得到８３３篇文章。手
工剔除低价值数据，获得６０８篇论文作为样本数据。

二、研究结果与具体分析
（一）发文总体情况
在中国知网中，有关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的

论文共有８３３篇，选择其中的６０８篇论文，在该研究
领域中，它占到了７３％。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能
够为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研究领域提供整体概
述。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是我国高校“一站
式”学生社区研究的起步阶段；“２０１９年，教育部推
进‘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工作，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治理体系下学生管理模式
改革的重要抓手和实现途径”。２０２２年飞速增长近
３倍，２０２３年猛增到１３１篇。究其原因，一是２０２３
年１月，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教育部就推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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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作为重点工作进行了专
门部署；二是２０２３年３月，关于推进高校“一站式”
学生社区建设的会议胜利召开，会议明确指出，全
面推动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是高校贯彻落
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２０２４年更是
成倍数增加到３５０余篇，说明高校“一站式”学生社
区研究逐渐成为近年来教育学术研究的方向和
热点。

图１　 有关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研究的年论文发表量

（二）机构合作知识图谱分析
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发表论文的各机构之间

的合作知识图谱进行了分析，获得具有３４９个节点
和７４条连线、密度为０． １１２的高校“一站式”学生
社区机构合作知识图谱（如图２）。通过分析可知，
第一，专注于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的研究机构主
要分布在高校，充分体现了高校紧盯学术研究前沿
热点、服务重点工作的研究趋势；第二，各研究机构
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合作关系，但总体而言，它们相
对独立，尚未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合作机构群体，
仅有南京审计大学内部各部门间实现了低程度的
合作关系；第三，南京审计大学发表的论文数量最
多，共有８篇，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各机构发表的论
文数量相对较少，且没有十分突出的机构；第四，发
文量较大的研究机构多在江苏省，体现了该省作为
科研大省在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研究领域的强
劲势头，而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对于高校“一
站式”学生社区研究具有迫切需求，使得该地区研
究机构在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研究中拥有巨大
动力。

图２　 机构合作知识图谱

（三）合作者知识图谱分析
将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的时间跨度设定为２０１９年１

月１日至２０２５年４月４日，时间间隔为１年，得到
作者合作知识图谱（如图３）———共有３９１个节点和
１５５条连线，网络密度是０． ００２，节点分布较为分散，
单个节点之间的连线数量很少。网络密度也远低
于０． ０１这一基准值，这反映出我国对高校“一站
式”学生社区的研究在学者间缺乏联系，还没有形
成比较稳定的合作团队。只有孙天河、吴伟、马雪
等研究者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高发亮、
刘斌等人间也呈现出类似关联；其余大部分研究者
属个人研究。

通过分析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研究领域样
本论文可知，该研究领域共涉及３９７位作者，其中共
有５位高产作者，累计发表了１７篇论文；这仅占发
表论文总数的３％，每位作者平均发表３篇论文。
其中张朝晖和韩东最多，均为４篇，图２显示他们二
人可算作爆发性节点；韩东主要研究了院校“一站
式”学生社区的价值意蕴、构建思路和实践理路，高
职院校构建“一站式”学生社区的策略和创新；“高
职院校领导者积极转变管理模式，创新思政工作体
系，创建协同育人模式，完善综合管理体系，同时制
定相适应的激励保障制度，丰富高职院校‘一站式’
学生社区功能，全面提高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
区综合管理质量和效率”。张朝晖主要研究了党建
引领的多元综合“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模式，新时
代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育人阵地建设路径，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中辅导员队伍角色融
入与工作模式，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信息化
建设思路。其主张“要构建一个以党建引领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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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整合协同、专职队伍、网格管理、文化建设、内生
动力五部分多元主体综合发力的‘一站式’学生社
区建设模式，推动高校党建工作和育人平台的提质
增效”。

图３　 合作者知识图谱

（四）关键词分析
１．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分析
通过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生成了关键词距离图谱（如

图４）。该图谱有０． ７０７１的聚类模块值，０． ９０９０的
聚类平均轮廓。此外，共有节点２８１个，连线４３２
条，０． ０１１的网络密度，聚类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但整
体分布较为分散，说明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的研
究关键词聚类联系相对较弱。具体表明：关于我国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研究的关键词聚类比较明
显，分别是“＃学生社区”“＃１高校”“＃２综合管理模
式”“＃３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４一站式”“＃５
现实困境”“＃６高职院校”“＃７思想政治教育”“＃８
党建引领”“＃９实践路径”，均为落实“一站式”学生
社区建设任务的关键主题，以建设“一站式”学生社
区为抓手，在高校综合管理模式改革中以党建为引
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突破现实困境，寻求实践
路径。

图４　 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２．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的

研究进行关键词分析；获得有２８１个节点，３４２条连
线，０． ００８７密度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５）。
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中，如果一个节点的中心性大于
０ １，则将其视为关键节点。通过分析可知，整体上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研究主题较为多元；第一，
除主题词外，从关键词的词频来看，“一站式”和“学
生社区”出现频次较高，是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
研究的核心主题，代表着整个研究领域的主要方
向。第二，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还有“高校”“高
职院校”“三全育人”，分别达到９０、６６和５８次，说
明我国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研究的重心在路径
研究上。与此同时，这些高频词构建起一个相对紧
密的共现网络，且具有很强的聚合特性，说明这些
研究主题在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研究领域中的
核心地位，构成了该研究领域的清晰脉络。

图５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３．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分析
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生成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５

年４月４日关于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的突现关
键词图谱（如表１）。如表１示，共有２５个关键词，
分析可知：第一，有２个关键词的突现强度大于３，
分别是“综合管理”和“高校”，说明高校“一站式”
学生社区研究的主要方向和落脚点。第二，持续时
间最长的突现词是“教育管理”，有４年之久，说明
“教育管理”对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研究中起到
了关键作用。此外，其他关键词整体持续时间都在
１ ～ ３年之间，说明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的热点更
替较快。第三，近年来，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的
研究热点是：“辅导员”“综合管理模式”“资助育

６９１



２０２５年第５期（总第１７期）第２卷 教育科学文献 ＩＳＳＮ：２９５８－２８９Ｘ

人”等新兴主题词。

表１　 ２０１９年来“一站式”学生社区研究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Ｙｅａ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Ｂｅｇｉｎ Ｅｎｄ ２０１９—２０２５

教育管理 ２０１９ ０． ８７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

高校学生社区２０２１ ２． ４７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

管理模式 ２０２１ １． ５５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

社区管理 ２０２１ １． ２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

综合管理 ２０２２ ３． ０８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

高校 ２０１９ ３． ０５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
$$$#$$$

书院制 ２０２２ １． ４８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

育人模式 ２０２２ １． １２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

全面育人 ２０２２ ０． ８２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

高职院校 ２０２３ １． ４３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

劳动育人 ２０２３ １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

党建育人 ２０２３ １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

学生管理 ２０２３ ０． ９６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

构建路径 ２０２３ ０． ９６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

协同治理 ２０２３ ０． ９６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

五育并举 ２０２３ ０． ９６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

实践机制 ２０２３ ０． ９６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

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 ２０２３ ０． ９６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

时代新人铸魂
工程 ２０２３ ０． ９６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

建设路径 ２０２３ ０． ８３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
$$$$#$$

辅导员 ２０２４ ０． ９７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

综合管理模式２０２４ ０． ７８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

资助育人 ２０２４ ０． ７２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

“枫桥经验” ２０２４ ０． ７２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

基于对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关键词的分析，
笔者总结出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有：第一，联动
高校有关部门实现管理力量有效进驻高校“一站
式”学生社区，探索出一条符合时代要求的实践路
径，已然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第二，
积极探索创新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等新型组织
中高校基层学生党建工作，推进基层党组织进高校
“一站式”学生社区，以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学生党

建工作体系。第三，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
的需求，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将高校
“一站式”学生社区打造成集教育、服务、管理于一
体的育人平台。第四，通过提升辅导员的素质来增
强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中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的有效性，增强辅导员团队的教育能力，为高校
“一站式”学生社区中思想政治教育开辟创新路径。

三、研究特点和发展趋势
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特点有：第一，自２０１９年教

育部推进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工作以来，该
研究领域研究呈现先缓慢发展、再逐步升温，最后
爆发式增长的发展路径。第二，该研究领域的部分
研究者之间建立了一定的合作关系，但学术联系较
为松散，尚未形成稳固的核心作者群与密切的学术
研究合作网络。第三，该研究领域的研究机构数量
较多，但合作强度较为薄弱；大部分机构仍在各自
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工作，学术联系并不紧密。第
四，该研究领域的热点集中在“党建引领”“思想政
治教育”“现实困境”“实践路径”“高职院校”“高职
院校”“三全育人”等具体项目上。

结合《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
设提质增效指南（第一版）》中提出的“一站式”学生
社区建设基础指标，如党建引领、队伍入驻，作者认
为关于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研究有如下趋势：第
一，聚焦协同研究范式。通过打造高校“一站式”学
生社区研究共同体，建立常态化学术交流合作机
制，以各类型课题为载体对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
的重大问题展开攻关研究，使核心作者和研究机构
间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实现“强强联合，各个突
破”。第二，聚焦党建引领的核心。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以创建“全国党建工作示
范高校”为契机，为高校各项工作发展提供动力支
持。第三，聚焦队伍入驻强保障。“在这新的管理
模式中，尤为关键的是‘队伍入驻’举措，通过多元
主体协同育人，形成了共同育人的合力。”第四，聚
焦“主心骨”的辅导员。高校辅导员，是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和日常管理的组织人、实施人和指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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