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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郊区化浪潮下信息沟的形成及应对思路分析

一一基于松江大学城与上海城区高校的对比分析

何蒙蒙 阮何明

(东华大学
,

上海 2 0 16 2 0 )

摘 要
:
自20 世纪9 0年代后期开始

,

中国大学的郊区化趋势逐渐显现
。

即在高校大规模扩招 的大背景下
,

位于城区

的大学校区容纳学生数量有限
,

于是掀起了大学郊区化的 浪潮
。

大学郊区化能够减轻中心城 区的 巨大压力
,

为郊区的

经济发展带去活力
。

同时
,

也可以让大学在郊区重新布局
,

优化办学条件
,

提升办学水平
。

然而
,

大学郊区化导致大学

生脱离城市
,

远离社区生活
,

产生 了较大的信息沟
。

本文试 图从大学郊区化的趋势中
,

基于城郊区的对比分析
,

去思考

信息沟产生的 因素
,

并在此基础上
,

从大学郊区化趋势的文化资源同步转移
、

大学城各高校协 同发展等维度 出发
,

寻求

克服信息沟加深问题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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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大学郊区化信息沟问题的提出

信息沟
,

是人们在掌握信息方面存在的较大差距
,

从传播

学的角度看
,

这种信息的传达与交流实际上就是
“

交际
” 。

信

息沟本身是一个中性词
,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
,

信息沟是现代

社会人际交往的必备条件
。

但是信息沟如果超过一定限度
,

就会成为一道横亘在人们之间的鸿沟
,

会导致信息沟通不畅
。

以下笔者主要从近年来我国高校郊 区化趋势的浪潮出发
,

剖

析城区学生与郊区学生之间信息沟产生的因素及程度
。

以上海市松江大学城为例
,

从2 0 03 年开始
,

东华大学
、

上海

外国语大学等七所高校陆续搬迁到松江大学城
,

实现了郊区

化
。

这些高校完善了自身办学条件
,

扩大了学校的规模
。

但是
,

大学郊区化所致的负面影响
,

在某种程度上被学生群体背负
。

二
、

大学郊区化
,

城郊区大学生之间信息沟已经形成

为此笔者进行了问卷调研
,

从学生实习的比例
、

学校附近

实习单位的数量
、

师生交流频率
、

讲座和文化艺术活动等举办

的周期及质量等具体指标出发
,

深度调研大学郊区化信息沟

的深度情况
。

调研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法
,

分别在松江大学城选取了
1 00 1

、

(有效收回95 份 )学生
、

在上海相应的城区 继取了 100 个

(有效收回91 份 )学生进行调研
,

以保证调研数据的合理科学
。

调研显示
,

城郊区学生在具体信息获取方面确实存在明显的

差异
。

以松江大学城为例
,

有85
.

6% 的受访者表示参加过各种各

样的实习活动
,

这些实习活动中
,

22
.

8 % 的实习信息来自于老

师的推荐或者同学之间的口耳相传 ; 约58
.

4% 的实习信息来源

是受访者通过互联网等线上途径获取 ;仅有4 4 % 的人是通过

学校周边活动的举办等方式获取的第一手实习信息
。

而东华

大学延安路校区则有所不同
,

有89
.

8% 的受访者表示 自己曾参

加过短期工作
,

这些实习信息的来源则与郊区学生不同
:

大约

有近3 2 5 % 的受访者表示其实习得益于校园周边的活动宣传

和公司的实习招聘 ; 有3 2
.

4 % 的城区受访者通过互联网等线上

方式获取实习信息
。

值得思考的是
,

大学的地理位置因素对实

习信息获取有重大影响
。

城区学生与各类实习接收单位距离

更近
,

因而能通过线下途径获得第一手可靠及时的实习信息
,

而郊区学生则更多的是通过老师或者同学获取实习信息
,

难

免因为传播的误差或者不及时
,

导致实习机会的缺失
。

城郊区

学生在实习信息方面的信息沟差距明显
。

学生获取信息的最直接方式之一
,

来自于老师的课堂以

及与老师的课后交流中
。

据调研
,

城区的学生与老师的线下交

流频率明显高于郊区学生
,

城区的受访大学生有近29
.

6% 每周

与主要授课老师进行过课堂后的交流
,

而郊区大学生的这一

40

比例是22 , %
。

通过访谈
,

笔者得知
,

大学教师与学生交流的意

愿很强
,

但往往授课老师的家庭住址在城区
,

而校内班车较少
,

老师们不得不匆忙赶校车回城区
,

使得师生交流时间较少
。

因

而城郊区的大学生从与老师交流中获取信息表现得不同
。

而讲座和相关文化艺术活动举办频率及层次在城郊区大

学及周边也表现不同
。

在松江大学城
,

以东华大学为例
,

校园

品牌活动
,

东华大学
“

周周讲
”

每周举办一次
,

企业高管
、

文化

艺术家
、

学者
、

专家都参与其中
,

给学生带来各不相同的文化

体验
。

但在松江校区活动几乎都是短期性的
,

而且质量相对不

高
,

尽管松江大学城倡导资源共享
,

但高校间彼此信息较为闭

塞
。

而在长宁校区
,

周边的文化设施较为齐全且层次较高
,

周

周讲
、

周边文化馆
、

戏剧院
、

展览馆等定期举办的活动让身处

城区的大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最新的信息
。

三
、

大学郊区化信息沟形成的因素分析

笔者在分析总结调研数据及一些学者观点的基础上
,

主

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信息沟形成问题进行因素分析
。

(一 ) 距离与交通问题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
。

1
.

距离问题挫败学生参与相关活动的积极性
。

随着互联

网及个人自媒体的发展
,

学生在获取实习
、

讲座及艺术活动信

息的需求明显增强
,

尽管城郊区在获取相关信息方面还是存

在一定差异
,

但总体而言这种差异较小
。

而实际阻碍学生实习

最大的因素是交通与距离
。

以上海松江大学城为例
,

从大学城

出发
,

到徐家汇至少需要一个小时
,

到陆家嘴至少需要一个半

小时
,

即学生如果在市区实习
,

每天花在上下班的时间保守估

计在2一 3小时
,

加上早晚高峰的地铁拥挤
,

严重挫败了学生参

与实习的积极性
。

相比而言
,

城区学生实习信息的获取与实习

实践更加方便快捷
,

大量的学生能迅速获得实习信息
,

更为重

要的是他们可以就近参加实习实践活动
,

更好地走进职场
,

了

解职场
。

这样的经历
,

让他们迅速融人现代职场生活
。

2
.

老师以班车为中心的生活阻碍师生交流
。

另一方面
,

师

生交流时间偏少
,

交流频率不高的问题也逐渐引起关注
。

笔者

为此走访了大量的教师
,

从这些教师的讲述中
,

明显地反映出

郊区化导致师生交流的障碍
。

大学郊区化趋势
,

使一部分教师

形成了以班车为中心的生活
,

为了搭上班车
,

老师们不得不提

前上课
,

提前下课
,

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与学生进行学术上的

交流与思考
。

甚至没课的时候
,

因为郊区距离较远
,

老师们也

不会专程来学校
。

大学郊区化所致的时间和空间距离
,

成为阻

隔教师与学生交流的屏障
,

再难见到老师与学生从容地在校
园中一起探讨问题的情景

,

更多的是匆忙的背影
。

学生原本可

以在与老师的交流过程中收获知识与信息
,

现也因此成为一

种奢侈
。

如何在大学郊区化的浪潮下
,

真正实现大学教育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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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

重新塑造大学校园文化的内涵与实质
,

促进思想火花的

燃烧与碰撞
,

成为难以绕开的沉重话题
。

3
.

路途遥远让活动举办方望而却步
。

高质量讲座活动和

艺术活动的举办
,

也是大学生汲取社会知识
、

丰富人生阅历的

重要途径
。

调研显示
,

城区与郊区学校在举办讲座
、

文化艺术
活动 的频率和讲座的质量方面差异明显

。

相比较而言
,

城区

学校举办讲座及文化艺术类活动频率高
,

而且活动的规格与

质量一般都较高
,

能够给学生带来全新的知识
、

信息与文化体

验
,

而郊区的学生对于讲座和文化艺术类活动的选择较少
,

因

为数量有限
。

鉴于空间上的距离
,

很多活动主办方没有条件到

郊区开展活动
,

因而造成了城郊区在文化艺术
、

学术活动上的
“

冰火两重天
” 。

(二 )城郊区校 园周边文化资源数量和层次差异较大

城区校园周边集结了大量的文化艺术场所
,

而郊 区校园

场所附近的同类资源略显单薄
。

以松江大学城为例
,

附近有

松江图书馆和松江七校的图书馆
,

但各个图书馆仅接纳本校

的学生
,

不对外开放
。

大型的剧院
、

剧场和展览活动的举办场

所几乎没有
。

而处在长宁区的东华大学延安路校区则完全不

同
,

上海图书馆
、

上海博物馆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

上海美术

馆等著名的文化单位都在学校周边 10 公里范围内
,

这些场馆

会定期举办相关的活动
,

大学生们能够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

的活动参与其中
。

与此同时
,

一些名人也会受邀到学校开办相

关讲座
,

十分便捷
。

城郊区文化资源的密集程度及层次的差异

性
,

让学生有不同的文化生活的体验与经历
,

使得城郊区学生

之间的信息沟进一步加深
。

(三 ) 郊区大学城集聚效应优势未凸显

郊区大学城的建立
,

本身是在高校大规模扩招
、

大学郊区

化趋势的大背景下
,

为有效应对地理位置劣势而创设的
,

以实

现抱团取暖
、

资源共享
、

优势互补
、

协同发展的集聚效应
。

但据

笔者观察发现
,

大学城内各高校的交流并没有预期中的频繁
。

以松江大学城为例
,

在资源共享方面
,

没有较大突破
,

一直到

现在
,

每个学校的图书馆都只对本校读者提供借阅服务
,

并不

对外开放
。

讲座资源也没有实现共享
,

讲座信息只在本校范

围内发布
,

很少通过微信
、

微博等平台向其他学生发布信息
。

学校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很少向学生介绍其他学校的讲座活动

信息
,

彼此之间信息的交流互通很少
,

没有发挥大学城专业互

补
、

资源共享的集聚优势
,

应该说这是非常遗憾的
,

希望大学

城未来的发展能更多地考虑资源信息共享
、

协同进步
。

四
、

合理管控信息沟深度问题的几点思路

(一 ) 大学郊区化的新思考
—

配套文化资源的 同步转移

与建设

大学的郊 区化进程
,

固然要考虑服务于城市建设
,

但还应

从大学和学生的角度出发
,

尽量将大学郊区化带来的消极影

响降到最低
。

目前
,

我国高校郊区化发展的现状是
:

单单大学

校园向郊区转移
,

而配套的设施和资源的移转与建设未跟上

大学郊区化 的步伐
,

导致在这时间段中
,

郊区学生与城区学生

之间信息沟不断加深
。

大学向郊区转移
,

不仅是学校本身的简

单物理空间的变换
,

随之向郊区转移的
,

还应包括相应的文化

艺术资源
,

即以学校为中心的文教功能区要实现整体的移出

与融人
,

这个过程非常复杂
,

既不能过多削弱原有城区本身的

资源力量
,

也要注重与所迁人 目的地的对接与融合
。

(二 ) 增加教师在校时 间
—

实现教师
、

学校与学生权益

的动态平衡

如何密切教师与学校
、

学生之间的联系
,

同时又不损害教

师家庭关系及衍生出来的其他关系
,

成为实际中应着重思考

的问题
。

笔者认为
,

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

第一
,

要逐步完善

公共交通系统和学校班车系统
,

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

拉

近城郊区距离
。

第二
,

要进一步完善当前的教学体系与课程设

置
,

合理分配师资等
。

以东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为

例
,

据悉
,

该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任务全部由处在松江校区的

人文学院承担
,

人文学院的教师要奔波两地给学生上课
。

第

三
,

继续完善 目前给予教师优惠使其迁至郊区 的政策
,

这一政

策有前述的弊病
,

如果能将教师家庭整体搬迁工作纳人大学

郊 区化的体系中考虑
,

或许更为合理
。

从政府的层面
,

给予教

师家属工作调动的便利与优惠如果不能实现
,

应从经济层面

予以补偿
。

(三 ) 郊区高校协同发展
—

推动大学城资源共享
、

优势

互补工作机制

郊 区大学城的建立
,

其初衷就是要发挥各高校优势互补
、

资源共享的优势
,

但实际并未完全发挥其优势
。

前面笔者已

经提及
,

目前很多大学城各高校的图书馆资源是相对封闭的
,

不对外开放
,

而且讲座信息与资源也没有实现共享
。

未来应

该充分发挥大学城管委会的职能作用
,

促进大学城内各高校

资源共享工作的开展
。

例如
,

推进大学城内高校一卡通建设

工作
,

大学城学生只需要持有一卡通
,

即可借阅大学城内所有

高校的图书
,

也可以在大学城内任何一家食堂
、

书店等进行消

费
,

促进实现大学城一体化建设
,

让资源共享落到实处
。

另外
,

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
,

大学城各高校微信公众号
、

微博平台等

应开辟相应的专栏
,

介绍近期其他学校的讲座
、

就业
、

科技活

动等信息
,

活动举办学校也应积极邀请友校的学生参与活动
,

密切大学城内高校间的联系与往来
,

以抵消郊区化趋势所带

来的信息沟加深的劣势
。

五
、

结语

大学郊 区化是高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探索
,

不可忽视

的是
,

我国大学郊区化背景下
,

鉴于交通
、

文化资源覆盖
、

师资

分配等方面的原因
,

城郊区学生之间的信息沟有进一步加深

的可能
。

大学郊区化的进程应该同步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

希望学校
、

社会和政府三方主体协同合作
,

在郊区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
、

文化资源布局及郊区大学城资源共享
、

信息互通方面

开辟道路
,

有效解决大学郊区化信息沟加深的问题
。

注释
:

¹ 此处选择的主要是上海的长宁区
,

徐汇区等中心

城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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