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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移动互联网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以4G/5G网络技术为核心技术的移动智能手机在学生群体中的普

及。随着大学学业体系的逐渐完善，大学生对综合服务与资源共享平台的需求日益增长。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决定》对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作出部署，提出“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本文以微信公

众号“同窗请问”作为基本平台，旨在分析平台如何整合学习辅导、职业规划、生活求助及社交互动等

多元功能，运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架构，构建科技–人文教育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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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bile Internet new media has promot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mobile 
smartphones with 4G/5G network technology as the core technology among students. With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he university academic system, college students have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comprehensive services and resource sharing platforms. The Decision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
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de arrangements for deep-
ening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education, proposing to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educ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Classmates Ask” as the basic platform, and aims to analyze how the platform integrates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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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such as learning guidance, career planning, life help,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nd uses ad-
vanced Internet technology architecture to build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man-
itie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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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教育系统正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教育大会、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努力构

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在互联网深刻融入社会各领域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也深受影响。一方

面，大学生群体对信息获取、交流互动及个性化发展支持有着强烈渴望；另一方面，高校传统服务模式

存在局限性[1]。校园内各类服务与资源分散，缺乏高效整合，难以满足学生快速变化的多样化需求。而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 Help 下，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催生出本文针对大学生的线上

服务平台。 

2. 大学生 Help 平台设计理念 

2.1. 全面发展——需求导向原则 

2.1.1. 传统学习方式单一，探讨式 + 合作式新型学习模式发展 
大学课程的深度与广度远超高中，学业压力和难度的提升使得大学生对学习资源和交流互助的渴望

愈发强烈。Help 平台基于微信公众号，借助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开展抖音短视频的发布与传播，为大学

生们提供了一个询问和回答的渠道，让更多的大学生自主参与其中，将高中时期以老师为主导学习方式

转变为基于问题解决的主动探索式学习，打破大学生“社恐”僵化局面，从而促进同学间的相互交流，

达到学习与合作的“双赢”结果。 

2.1.2. 学生综合素质提高，优质人才储备需要 
青少年生逢其时，则重任在肩。平台旨在培养当代大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通过互助交

流，提高了大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临时应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毕业进入社会后，经过平

台锻炼的同学能够为社会各个领域注入新的活力，迅速适应不同的工作岗位，满足当今社会对创新型、

全能型人才的需求，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2.2. 事半功倍——便捷高效原则 

2.2.1. 平台结构持续优化，操作便捷简单 
平台具有简洁、直观、易懂的界面设计，这与大学生的操作习惯完美契合。摒弃多余的界面元素和

繁杂的操作流程，保证学生在忙碌生活中能够快速掌握平台操作技巧。为了方便学生快速查找所需内容

设置一键检索功能；利用扁平化结构分析原理，使信息展示清晰明了；同时，平台应在手机、平板、电脑

等传播媒介适配多种终端设备，让大学沟通交流、互帮互助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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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平台内容精简细化，信息传递高效 
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让信息的精准匹配和快速传递的实现成为可能。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智

能运算，并依据大学生发布求助信息的类别、关键词等迅速筛选出相关的内容和答案，并将其同步给求

助者。假如，学生求助“计算机二级考试备考”的相关内容，平台迅速将相关的经验分享、辅导资料、以

及计算机二级考试高分通过的同学信息推送给求助者。平台持续优化实时通讯功能，让帮助者与求助者

能够及时交流，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2.2.3. 持续发展——效益最大原则 
近年来，教育部已经意识到我国大学教育方式存在“严进宽出”的现象，为此针对本科教育下发了

一个通知，其重中之重是：坚决取消使学生放松警惕的“清考”！要求学校全面严格管理。大学的学习强

调自由式，老师们一般只起到引导、启发和助推的作用，并不能面面俱到。开发大学生 Help 平台能够使

学生动态合理地安排自身时间，做到随时随地可以“请问”，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综合效率。 

3. 大学生互助平台搭建及功能模块设计 

3.1. Help 平台搭建过程——以“同窗请问”为例 

3.1.1. 项目启动与市场调研 

 
Figure 1. Project process 
图 1. 项目流程 

 
为了让项目在平台构建、市场推广、技术开发和用户心理需求等方面得到更多支持，来自行政管理、

社会工作、心理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成员迅速组队。为了更加了解不同高校、不同年级和专业大学生的

需求和建议，团队进行了线下实地访谈和线上问卷调查分析。根据结果分析来看(见图 1)，大学生希望能

够在平台上获得高效、便捷和直接的服务，对一站式服务平台的需求也愈加强烈。 

3.1.2. 问题收集与分析 
1) 在线问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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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在线问答系统(见图 2)，鼓励用户提出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系统，我们可以实时

收集用户反馈，了解他们的需求和痛点。 
 

 
Figure 2. Classification of issues 
图 2. 问题分类 

 
2) 用户实地调研 
项目团队还进行了用户调研，通过与大学生面对面沟通、学长学姐暖心慰问等方式，与各用户取得

了深度的情感交流。真实了解到用户对公众号的意见和建议，这些调研结果为我们平台持续发展提供了

重要参考。 
(多元问题节选) 

在正常朋友聚餐、社团活动下如何更合理地分配生活费？ 

如何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有更好的社交圈？ 

大学生公选课怎么选性价比最高，最好的刷课的方式是什么？ 

如何做 ppt (高级)去哪里找到各种各样的 ppt 模板以及培养更好的编辑能力？ 

缺乏职业规划意识，也不了解自身职业兴趣如何处理？ 

职业信息获取渠道少，不清楚本专业就业方向怎么办？ 

…… 

3.1.3. 多平台推广和宣传 
“同窗请问”公众号平台(见图 3)的用户注册、登录、信息发布、查询、评价等核心功能已全部开发

完成，并经过初步测试，符合预期效果[2]。 
 

 
Figure 3. WeChat public account 
图 3. 微信公众号名称 

 
1) 线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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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平台依据微信、微博、QQ 空间等社交媒体发布公众号二维码和文章介绍，使更多潜在用户进

行关注。同时，结合短视频快、精、准等特点，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同步。我们与校院学生会、多元社

团等学生组织合作，在他们的官方账号转发和推广我们平台公众号。 
2) 线下宣传 
项目团队在校园内举办了多场宣传活动，如宣讲会、海报展示等，提高了公众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团队还设置了扫码关注送小礼品的活动，吸引了大量学生参与。 
3) 口碑传播 
为激励用户分享、吸引更多用户关注，平台设置了分享助奖机制，若用户将公众号在朋友圈转发、

邀请好友点赞、推荐给朋友或同学皆可获得优惠券或积分。 

3.1.4. 多平台选取 
1) 抖音——强娱乐化、碎片化传播 
平台特性：抖音侧重于短平快、娱乐性强的内容，凭借特效、BGM、话题标签，发布 15~30 秒短视

频，吸引主体为 18~25 岁的大学生。 
功能可视化：结合用户痛点设计情景短剧，运用“智能匹配互助者”“一键发布需求”演示平台核心

功能。 
2) 小红书——强种草属性、深度内容消费 
平台特性：小红书侧重于内容真实性、实用性与审美体验。强调以图文笔记为主，运用“痛点+解决

方案”的逻辑框架，吸引更多以女性为主体的用户[3]。 
语言风格年轻化：搭配可爱、新颖的表情包，设置专属明星 KOL，运用网络热梗“泰酷辣”等，增

强内容趣味性。 
3) “抖音”与“小红书”协协同发展 
资源复用：同一素材可在不同平台上搭配，重复使用。如抖音短视频可截取片段作为小红书封面图，

小红书图文可提炼核心观点制作抖音字幕。 
协同效应：双平台流量互通，抖音视频引流至小红书，小红书笔记引导关注抖音，形成闭环传播。 

3.2. 平台功能模块分析 

3.2.1. 学习端 
1) 该版块包括了本科阶段各门课程在学习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和学习心得[4]，互助学习的内容包括相

关课程学习过程中的疑问、课程学习过程中的技 巧和心得、系统的开发和维护、课程内容的修改与更新

等。 
2) 搭建资料中心，涵盖各学科课件、学术论文、参考书籍等，学生可自主上传与下载，满足多元学

习需求。设置课程视频库，整合优质公开课、专业课程实录，打破时空限制，方便学生随时查漏补缺。 
3) 开辟学习论坛，学生能就课程难点、作业难题展开讨论，形成互助学习氛围；组建线上学习小组，

依据学科或项目分组，便于协同完成学习任务，培养团队协作能力。 

3.2.2. 人际交往端 
1) 创建校内社交平台 
学生可按兴趣、专业、年级等维度组建或加入社群，如摄影社、编程爱好者群等，方便结识志同道

合的伙伴，拓展人脉。 
2) 交流技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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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沟通技巧、人际关系处理等线上课程与文章，帮助学生提升人际交往能力，解决社交困惑，更

好地融入校园生活。 

3.2.3. 职业生涯功能端 
1) 整合职业数据库，详细介绍各类职业的工作内容、发展前景、薪资待遇等，结合职业测评工具(见

图 4)，帮助学生了解自身职业兴趣与优势，探索职业方向。 
2) 实时更新企业招聘信息，精准匹配学生求职意向；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模拟等服务，助力学生提

升求职竞争力；组织线上招聘会，搭建学生与企业的沟通桥梁。 

3.2.4. 心理功能端 
1) 提供线上心理咨询预约，由专业心理咨询师为学生解答学业压力、情感困扰、人际关系等心理问

题，采用文字、语音、视频多种咨询方式，保护学生隐私。 
2) 推送心理健康知识文章、视频，举办心理健康讲座，普及常见心理问题的应对方法，提高学生心

理调适能力，营造关注心理健康的校园氛围。 
 

 
Figure 4. Platform features 
图 4. 平台功能 

3.3. Help 平台优缺点 

3.3.1. 优点 
1) 便捷交互，微信平台畅用 
依托微信庞大用户基础和便捷使用特性，“同窗请问”无需额外下载 APP，学生在熟悉的微信界面

就能使用平台。无论是在课间、图书馆还是宿舍，都能一键进入，随时发布学习问题、生活求助。 
2) 功能聚焦，满足多样需求 
平台针对大学生核心需求设置功能。学习板块中，学生可发起学科知识讨论、共享学习笔记，攻克

学业难题；生活求助区涵盖失物招领、校园设施报修等，解决日常生活困扰；职业规划部分提供实习招

聘信息、求职经验分享，助力学生就业。功能不繁杂却直击痛点，为大学生提供实用帮助。 
3) 社群互动，共筑校园温情 
“同窗请问”基于微信生态形成校园社群，学生在平台交流互动频繁。在互帮互助中，学生结识志

同道合的伙伴，增强校园社交。针对校园热点事件、课程选择等话题的讨论，也营造浓厚校园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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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在平台找到归属感，形成良好校园互助生态。 

3.3.2. 缺点 
1) 运营管理有限，时效数据难全 
“同窗请问”运营依赖人工，面对大量学生提问与反馈，回复时效性难以保证，尤其在学习、生活

求助高峰期，问题积压严重。同时，公众号难以对海量用户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分析，无法精准洞察学生

需求变化趋势，在内容推送、功能优化上缺乏数据支撑，制约平台长远发展。 
2) 平台宣传限制多，风险不可控 
若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引导用户至微信群时，操作不当可能触发平台风控，导致账号封禁。此外，

用户反诈骗、自我保护心理愈加强烈，可能引发负面舆情。 
3) 功能受限，深度拓展不足 
微信公众号受自身框架制约，在功能深度与拓展性上不足。例如，学习功能无法像专业学习 APP 一

样，提供沉浸式线上课程、智能作业批改等复杂服务。在功能的丰富度与专业性上，难以满足大学生日

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 

4. Help 平台运营策略(线下引流 + 线下转化) 

4.1. 线上运营策略——抖音、小红书 

基于目标群体特点及平台未来发展需要，以抖音、小红书(见图 5)平台为线上运营侧重点，以下为具

体运营策略[5]。 

4.1.1. 明确内容定位，更新优质内容 
小红书用户喜欢真实、自然、有价值的分享，更偏重于具有实际作用的文本内容。通过调查问卷、

数据分析等方式，了解大学生的特点、喜好、热点等信息，制定相应的内容策略。制作有趣、有吸引力的

短视频内容，包括文字、图片、短视频等。 

4.1.2. 使用热门话题，加强互动与合作 
结合当今时代风潮，引用相应的话题标签，提高内容的曝光率——“蹭流量”。在平台所发布的文

字内容部分中使用一些网络热梗、热词——比如，“南方小土豆”、“灵魂汁子，浇给~”，使内容显得

更加生动有趣。 
 

 
Figure 5. Live video streaming 
图 5. 直播问答 

4.1.3. 运用数据分析，优化平台设计 
可以利用小红书 App 提供的数据分析工具，从而了解用户的互动情况，哪些内容更受欢迎，什么时

间段发布效果更好等，然后根据这些数据进行不断地调整和优化内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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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线下运营策略——以校园文化为基 

4.2.1. 依托校园内部组织，开展多元文化活动 
1) 组织“线下交流会”：比如，定期举办学习交流会、文创活动等活动，邀请校园才子、学科教授

进行分享，吸引广大在校学生参与。 
2) 开展社会公益活动：通过组织志愿者活动、环保行动等公益活动，提升平台所具有的社会形象，

同时也能够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协作能力。 

4.2.2. 强化校园宣传，扩大平台影响 
1) 宣传“小摊”：在校园人流密集区域设置(例如，大学生活动中心)，通过发放平台宣传海报，清晰

明了地介绍平台功能与优势，吸引广大学生关注。 
2) 合作“共赢”：与学校各种社团、学生会等多方进行合作，共同筹划举办活动或进行宣传，扩大

该平台的影响力。 

5. Help 平台实施效果 

5.1. 搭建知识桥梁，提升学习效率 

Help 平台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互相学习、交流的平台，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分享学习资料、讨论学术

问题，从而提高学习效率。与此同时，平台会主动上传免费的学习资料，例如、四六级备考资料、人力资

源管理备考、初级会计师备考、CPA 备考计划等。 

5.2. 覆盖生活点滴，解决实际难题 

平台不仅限于学术上的互助，还包含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正如快递取件、寻物启事、二手交易等，

而这些服务极大地便利了大学生的校园生活，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 

5.3. 拓展社交版图，增强社交能力 

通过平台，大学生在校内或者别的学校可以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拓展社交圈子。在这个过程

中，大家之间学会了沟通、协作和分享，并且这些能力对于他们的个人成长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4. 构筑心灵港湾，提升心理健康 

当学生们遇到情感问题、人际处理问题时可以把平台当作树洞倾诉烦恼、寻求安慰和建议，平台的

这种“心灵共鸣”有助于缓解学生们的心理压力，减少更多的抑郁倾向，提升心理综合素质。 

5.5. 培育互助风尚，培养责任意识 

平台的构建让他们学会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助之手，在自身遇到困难时寻求帮助。这种互助精

神培养了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更促进了和谐校园文化的建设。 

6. 结语 

本文从大学生目前自主松散的学习状态以及基于技术链的碎片化综合服务的需求出发推出了四个互

助模块。本文作者作为在校学生，缺乏实践经验，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开发学习过程中遇到诸多难题，经

过导师和前辈们的指导，终于基本完成了平台的设计分析。由于平台存在短板，如版块内容冗杂，用户

量关注度较少，数据分析不全面等等。因此，团队成员需未来在进一步学习和探讨的基础上，对平台进

一步优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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