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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以学生社团干部为视角，分析高校学生社团发展所处困境，并讨论纾困路径。

作者组织两场由学生社团骨干参与的焦点小组就研究主题展开访谈(N = 14)，访谈话题包括了社团运营、

组织建设和支持保障三个方面的议题。通过对访谈资料的质性文本分析得出疫情下学生社团面临三个维

度的困难，包括活动开展受阻(政策限制、外联中断)、内部建设“断层”(成员流失、业务停滞)、支持

保障降低(外聘教师缺位)。同时，访谈中了解到学生干部也通过开展内部活动来提高社团活力，通过纪
律约束促进组织建设，加强与指导教师沟通获得更多支持。这一结果在使用TF-IDF方法进行访谈文本关

键词权重分析后得到了验证。在校园秩序即将回归正轨之际，本文研究成果将为学生社团的重新起航带

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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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growth of college associations and suggests the 
s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 organization cadres in the post-pandemic age. The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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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 conducts two interviews on the subject that are accompanied by two focus groups in which 
the backbones of student associations take part (N = 14). The two interviews covered three sub-
jects, including how associations operate, how organizations are built, and how supporting guar-
antees work. By examining the qualitative text in the interview data, it was possible to draw the 
conclusions about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ree dimensions: the hinder of activity holding (policy 
restrictions and outreach interruptions), the disjunction of internal construction (member loss 
and business stagna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supporting guarantee (external teacher vacancy). 
In addition, it was revealed during the interview that holding internal activities by cadres attempts to 
improve associations’ vitality, while adhering to regulations strives to encourage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connection with teachers in order to win over more support. The TF-IDF 
approach for keyword weight analysis in interview texts was used to validate this finding.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will serve as motivation for the rebirth of student associations as campus or-
der is set to return to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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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生社团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是学校发展理念现实化载体的主要平台之一，也

是高校全人教育不可或缺的有力抓手之一。然而经过近三年的疫情影响，作为“非教学工作”的学生

社团运营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无论活动开展还是内部建设都表现出欠佳的状态。在当前防疫政策转

向的背景下，学生社团应该如何直面困难，主动应对，扭转不利局面是摆在团学干部眼前的迫切需要

解决的课题。 
一直以来，国内高校管理者、团学干部、社会学学者针对学生社团开展了诸多调查研究，根据 CNKI

的检索结果显示，2018 年至今 5 年中，以“高校” + “学生社团”为题的论文有 252 篇，使用 CNKI
自带的分析功能分析可以看到，思想政治教育、社团发展、社团建设等主题热度较高(图 1)。对这批文献

的摘要进行词频统计同样发现，摘要内容多为育人价值挖掘、建设方法探索，质量提升路径等(图 2)。在

研究社团发展的文章中对当前所遇到的困难讨论大多集中在 “资源匮乏”、“体制不健全”等问题[1] 
[2] [3] [4]，关于社团困境的具体描述和分析不多。此外，当前研究文章视角多以客体观察分析视角为主，

缺乏从学生主体出发的研究。 
从年度发文统计(图 3)可以看出，疫情以来相关研究呈现明显滑落，2020 年以来“疫情” + “学生

社团”为主题的论文检索结果仅有 3 篇。这一极低的数字应该引起共青团干部的关注。因为受到疫情影

响，校园社团活动开展不畅这一现象是不争的事实。这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社团在校园中的关注度，

但低曝光率并不代表社团发展问题的同步淡化。相反，依靠校园活动为组织发展主要动力的学生社团在

疫情中遇到了哪些困难，社团如何解决这些困难，是保障社团系统安全稳定、社团生命力延续的重要课

题，需要团学系统青年干部重点关注。 
不同业务方向的学生社团有着不同的组织文化[5]，例如志愿服务类社团的服务理念为先与文艺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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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技术追求为主就不尽相同。但是从学生社团的组织运营方式来看，社团在管理制度外，往往采用克

里斯玛型的代际权威[6]来进行内部管理。这种权威和职级权力无关，对专业方法的掌握，组织管理的能

力，以及人格魅力是权威的力量源头。这也促使学生社团的社长成为了社团运营的关键角色，他们对社

团内部管理和业务开展有着组织领导者[7]身份的同时也是组织内部的“意见领袖”[8]。因此，学生社团

的社长成为本项研究课题的关键。 
为了能够深入研究高校学生社团在后疫情时期所面临的困难，本项研究工作以学生视角出发，召集

社团社长开展焦点小组访谈，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对文本数据进行分析，挖掘社团所遇到的困难的维度和

因素，并对纾困路径做出讨论。 
 

 
Figure 1. CNKI Literature analysis results 
图 1. CNKI 文献分析结果 
 

 
Figure 2. Statistical results of word frequency in literature abstracts 
图 2. 文献摘要词频统计结果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7657


宋宝庆 等 
 

 

DOI: 10.12677/ae.2023.137657 4161 教育进展 
 

 
Figure 3.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with the keywords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 associations” 
图 3. “高校” + “学生社团”为关键词发文量统计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程序 

为了深入调查疫情影响下学生社团所面临的现实困难，作者组织了两场焦点小组访谈[9]，邀请学生社

团骨干成员围绕“疫情对学生社团发展的影响”为主题开展讨论，每场焦点小组访谈均有 7 人参加，时长控

制在 1 个小时左右，开展地点选择了相对安静的社团会议室，作者作为焦点小组主持人把控访谈的话题和进

度，另有 2 名学生助理协助视频记录和文字记录。访谈结束后，两名学生助理根据音视频资料进行逐字逐句

的文字转录，作者对文字数据进行整理和提炼，进行三级编码，并对饱和信息进行概念化提炼，形成结果。

为了能够将结果进行量化验证，使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NLP)方法对访谈文本数据进行验证。 

2.2. 访谈问题的产生 

在组织焦点小组访谈前，作者对全校的学生社团会长发放了电子问卷，调查当前社团面临的困难。

结果统计显示，“缺乏社团活动”、“组织力量不足”、“缺乏专业指导”等问题成为社团社长们的对

当前现状不满的主要影响因素。作者根据这一结果并结合日常管理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归类，初步形成了

包含运营、成员、教师三个维度的访谈话题，如表 1。 
 

Table 1. Interview question design 
表 1. 访谈问题设计 

类别 问题 

运营 

你如何评价当前社团运营状态 

你觉得当前制约社团良性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你是否尝试过解决这个问题 

成员 
你们社团的成员稳定性怎么样 

你们社团有什么措施来提升成员凝聚力 

教师 

指导教师与你沟通社团工作的频率怎么样 

指导教师在社团工作中的参与程度如何 

指导教师与你沟通较多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2.3. 访谈资料分析方法 

首先将访谈录音进行文字转录，对文本数据进行详细阅读和修正。其后依据扎根理论采用主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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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文本数据进行编码，遵照纵向研究、横向比较、提炼概念化和编制类目的流程，可以形成初始的

概念和相应的概念维度。最后对首次编码结果进行二次分析、验证和修正，形成聚焦编码，基于最终类

目进行分析，并呈现研究结果[10]。 

2.4. NLP 验证方法 

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应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技术分析语言文字的方法，本次研究中使用 NLP 的 TF-IDF 算法对访谈文本进行分析[11]。TF-IDF 算法

被用来评估某个词汇对于语料库中的某一段文本的权重，其原理是词汇的重要性随着它在文件中频度成

正比增加，但同时会随着它在语料库中的频度成反比下降。本项研究应用这个方法并不是为了通过机器

发现重点词汇，而是先通过传统质性文本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和概念化提炼，后用 TF-IDF 给予验证，希望

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减弱主观偏向的影响。 

3. 结果 

3.1. 焦点小组访谈开展情况 

焦点小组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9 日晚和 10 月 16 日中午开展，每次开展时长约 1 小时。第一次开展

的小组以兴趣和服务类社团为主，这些社团都属于自发组织成立的，具有较大的运营自主性，但资源获

取途径和资源保障程度有限。第二次开展的小组以大学生艺术团各专业分团为主，这些分团都获得了学

校艺术教育中心的资源支持和管理。两组社团均有完善的社团章程，并有指导教师进行业务指导。具体

参与人员信息和编码设定如表 2。两次访谈均在社长们熟悉的社团会议室开展，由于社长之间互相认识，

所以没有设置姓名牌，作者担任主持人。 
 
Table 2. System resulting data of standard experiment 
表 2. 焦点小组访谈成员信息 

序号 参与人 社团 性别 编号 

1 黄同学 茶艺社 男 S1 

2 李同学 信息技术协会 女 S2 

3 叶同学 海贝 TV 男 S3 

4 曾同学 吉他社 男 S4 

5 陈同学 校园服务协会 女 S5 

6 占同学 街舞社 男 S6 

7 罗同学 图书馆读者协会 女 S7 

8 魏同学 造型中心 男 Y1 

9 周同学 声乐团 女 Y2 

10 黄同学 器乐团 男 Y3 

11 吴同学 主持人团 女 Y4 

12 吴同学 艺术团 女 Y5 

13 邹同学 舞蹈团 女 Y6 

14 井同学 模特团 男 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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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访谈资料质性文本分析结果 

对两次访谈的转录文本数据仔细阅读后进行编码、概念化提炼、概念维度归纳，并对代表性语句进

行原文摘录。从业务开展、内部建设、支持保障三个维度对社团成员对困境、致困因素和纾困方法进行

呈现。 

3.2.1. 活动开展遇到阻力 
因为疫情防控导致的活动开展不畅是当前社团困境的主要表现。在访谈中所有社团干部都提到了社

团活动开展受阻影响到了社团的发展。但是不同业务方向的社团受困于此的形式会根据社团业务特点不

同而存在差异。 

我们协会有一个去校外开展的公益项目，过去几年我们协会一直都在执行。但是就从上学期学校封闭管理后到

现在一直没有能开展起来。(S5) 

街舞除了舞蹈技术，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业务交流，社交，因为疫情影响有很多交流活动没法开展，受到

很多阻力。(S6) 

基本上 80%的活动都受限。(S4) 

业务上最需要的是上台表演，上台机会影响他们(指成员)的积极性，像去年一直没有机会，然后就一直团训一直

团训，他们也会觉得很枯燥。(Y7) 

活动开展不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业务受阻和成员意见，而在疫情防控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也有社团

主动解决这一局面。 

我和副团长组织内部比赛，给他们(新成员)一些激励，还有奖品，炸鸡之类的小吃。(Y2) 

3.2.2. 内部建设出现“断层” 
学生社团作为一种非赢利组织受到校团委的管理，具有半行政化属性，社团活动工作人员和社团干

部都有相应的加分和评优资格，社团履历在就业市场是加分项，在学生中具有一定吸引力。但是本次访

谈中发现各社团在疫情期间内部建设遇到了困难，比较集中在后备力量接续不利。 

原本是干事受到(活动)锻炼之后当部长然后当社长的，能力比较强。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大型活动基本就没有办

过。他们就没怎么参加过这些活动，没有怎么锻炼过他们的统筹能力，活动控制力。所以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他

们在进行工作的时候，表现出来各种错误，没有经验，还是需要我去。(S7) 

我们社团受到的限制根本原因还是缺人，纳新时候招不到人。(Y1) 

因为疫情，我们在家网课了将近一个学期，这让我们社团断层了。因为我们是兴趣类的社团，需要学的东西

比较多，然后一个空档，一个很大的空档期就会导致学习的时间不足，我们这一届学到东西是比上一届要少了一

半。(S4) 

当作者进一步询问社团干部如何解决这一困局时，得到了相对一致的反馈，“纪律”。多位社长表

示通过加强社团内部的纪律管理能够使社团运行正规化，更能够增强新成员的归属感。 

我们在队训时进行考勤，对成员有水平定级，缺训次数过多的降级，不能参与比赛演出。(S6) 

第二学期进行二轮淘汰制，就是基本上第二个学期我们可能会把那种第一个学期缺勤率太严重的人，可能直接

跟他劝退了。(Y4) 

考核结果跟他们的出勤率其实是直接挂钩的。(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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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支持保障受到影响 
社团所获得的支持保障来自于学校资源、教师指导和社会赞助，疫情防控政策使大学校园进出不便，

限制了社团与外界的互动，虽然学校在资金和、场地和设施这些主要资源方面对社团的支持力度没有变

化，但个别外聘指导教师的缺席仍对社团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我们老生私底下和老师关系更好，训练时我们这届都准时到，但是因为疫情老师不能入校，他们(新成员)没有见

过老师，可能就请假或者晚到。(Y2) 

原来是请校外的老师进来培训，现在疫情防控她进不来，我们老成员基本上只能把这些新成员带到一个入门的

级别。(S7) 

大部分社团的指导教师是校内教师，这些社团所得到的指导和支持则更为有力。 

我们老师在活动上都会过来，会到现场来指导，然后尽他能力帮我们。(S5) 

大大小小的活动，都会提前跟老师进行报备。包括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场景的布置都会去跟指导老师联络，征

求意见。(S1) 

所有活动的跟老师沟通过之后才办了，(老师)会给出建议。(S3)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疫情影响社团的主要因素包括了三个方面，包括校内缺乏展示平台、校

外业务停滞所带来的活动受阻；缺少业务锻炼、吸引力降低、业务技能衰退带来的内部建设断层；以

及指导教师缺位所带来的支持降低。在访谈中，学生干部也交流了所在社团解决这些困难所作出的尝

试，包括开展内部活动来提高社团活力，通过纪律约束促进组织建设，加强和指导教师的沟通获得更

多支持。 

3.3. 访谈资料 NLP 分析结果 

为了验证质性文本分析结果，作者在 Python 中分别对两组访谈文本数据进行 TF-IDF 分析，将“社

团”、“我们”、“学校”等无关常用词停用，两组访谈的前 20 项高权重词语统计结果如图 4 和图 5。
两组的高权重词汇交集是“纪律”、“老师”、“管理”、“疫情”四项。这一结果与质性分析所得结

果相近，从客观角度验证了本次研究结果的信效度。 
 

 
Figure 4. High weight vocabularies in the text materials of the first focus group’s interview 
图 4. 第一组焦点访谈小组访谈文本资料高权重词汇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7657


宋宝庆 等 
 

 

DOI: 10.12677/ae.2023.137657 4165 教育进展 
 

 
Figure 5. High weight vocabularies in the text materials of the second focus group’s interview 
图 5. 第二组焦点访谈小组访谈文本资料高权重词汇 

4. 讨论 

通过以上结果分析可以看出，疫情对社团发展的影响涉及多个方面。因为防疫政策不鼓励开展大型

校园活动，大部分社团活动受限，这使得新成员对社团运营状态不满。由于某些时期学生上网课不返校，

影响了成员技能和社团传统的接续而出现“断层”，这一“断层”在组织迭代、组织文化、业务水平等

方面都有所表现。此外，疫情影响了校园人员流动，部分社团指导教师因此缺位，使得社团业务缺乏指

导，社团业务水平和社团吸引力降低。 
针对不利局面，学生干部通过开展内部活动、加强纪律约束以及增进与教师沟通来尝试突破当前困

局。社团管理者作为组织的中枢应发挥更多的能动性来作出利于组织发展的决策。他们对于新成员来说

是社团范围内的业务权威[6]和意见领袖[8]，个人所作出的态度、行为都代表着社团的文化象征，而社团

组织的内部文化氛围是保持队伍稳定的关键。 
在 TF-IDF 分析中，通过两组焦点小组高权重词汇的分布差异可以看出，第一组自发组织的兴趣和服

务类社团对疫情的关注最高，其次是纪律和校团委，并且“断层”出现在高权重排列中。而第二组由学

生艺术教育中心管理下的艺术类社团则更关注训练、纪律和老师。从这之中的差异可以看出，第一组社

团的学生干部更关注组织建设而第二组社团的干部更关注业务开展，两者之间的差异也许来自于学校对

于两组社团的行政化管理程度的不同[12] [13]。但两组社团都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这是将规范纪律作为

疏困重要抓手的有力证据。 
本项研究仅对一所理工科大学的部分学生社团开展焦点小组访谈，样本范围稍显不足。各省市各高

校的防疫政策不同，对学生社团的影响也有差异。如果对本项工作进行复现，可以考虑防疫政策调整后

校园正常管理状态下对相同或相近社团学生干部的再次访谈，也许所产生的对比差异能够帮助进一步剖

析学生社团的常态化制约因素。 

5. 结语 

学生社团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重要的生力军，从学生干部视角看，社团在疫情影响下活动开展遇

到阻力，内部建设出现“断层”，支持保障受到影响。为了解决当前困境，推动社团发展，学生干部

通过开展内部活动来提高社团活力，通过纪律约束促进组织建设，加强和指导教师的沟通获得更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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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疫情影响即将结束、大学校园即将回归正轨之际，本项研究成果将为学生社团的重新起航带来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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