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人格子间里“充电”忙———

周口中心城区悄然兴起共享自习室
□记者 邱一帆 刘华志 文/图

������共享自习室蓬勃发展的背后，也存在一些问题。
“在提供稳定的学习空间的同时，共享自习

室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陈香说，“一些共享自
习室价格虚高，不符合学生群体的消费能力。 价
格最低的自习室每月要 200 多元，时间长了也是
一笔不小的开支。 ”

“为节省空间，有的房东把座位设置得较小，
一到假期，屋内就坐满了人，影响学习。 ”有年轻
人向记者反映。

此外，记者注意到不少共享自习室设在居民
楼里，大量的人员进出会对居民造成影响。

为鼓励和规范其良性发展， 白雁华建议，相
关部门应出台行业规范，确定收费标准，引导共
享自习室健康发展；鼓励企业或社会组织设立自
习室，盘活闲置厂房，改造为共享自习室，与商业
性的自习室相互补充，让市民享受更多的公共文
化服务；延长图书馆、社区阅览室等公共服务场
所开放时间，更好地满足市民学习的需要。

主打沉浸式学习的共享自习室在年轻人中

悄然走红，折射出年轻人对获取知识、提升自我
的渴望， 这种新兴学习形式已成为当代年轻人
“投资”自我的新方式。 ②22

������一盏盏明亮的台灯、一个个独立的格子间、一个个奋笔疾书的背影……继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之后，共享自习室在我市中
心城区悄然兴起。 这种主打沉浸式学习的共享自习室成为不少年轻人在闹市中的“充电桩”。

近年来，在毕业生数量不断增长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备考一族”，选择考研、考证、考公等。 共享自习室因能
够提供沉浸式学习环境，满足年轻人复习备考需求，受到大家青睐。

作为新兴消费业态，共享自习室为何受到欢迎？ 年轻人花钱上自习，意味着什么？ 如何引导共享自习室健康发展？ 近日，记者
在我市中心城区进行走访调查。

������记者在美团平台上以“共享自习室”为关键词进
行搜索，出现 60 多个搜索结果，这些共享自习室大多
分布在学校附近和人流量大的居民区、商业区。

记者调查发现，我市中心城区的共享自习室分时
卡、日卡、周卡、月卡、季卡、年卡等多种收费方式，具
体来说， 时卡价格在 2 元左右， 日卡价格在 10 元左
右，月卡价格在 300 元左右。也就是说，消费者前往共
享自习室学习，一天只需要花费一杯奶茶钱。 共享自
习室因位置、硬件设施、环境条件和服务不同，价格
有所差别，但总体上差别不大。

记者在嵩山路上的一家共享自习室看到，自习室
分为阳光区、帘子区、背书区、休息区等区域。 阳光区
采光较好，视野开阔，不压抑；帘子区是独立空间，可
以沉浸式学习；背书区隔音效果较好，可大声背书；休
息区提供零食和茶水，可在此吃饭、休息、讨论。“保持
自律”“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奋斗的你”“你比想
象中的更有力量”……墙上的励志标语，寄托着对年
轻人的祝福。

该自习室全天空调开放，提供打印服务，消费者
还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包餐、住宿等服务。

“我买了好几个自习室的体验券，对比发现这里
设计合理，环境幽雅，更适合备考。 ”年轻人冯如意
说。

该自习室经营者介绍， 来这里的消费者大多为
25 岁以下备考的年轻人，暑假期间“一座难求”。

������每天早上 8 点，河南科技学院毕业生齐明都
会来到位于工农路上的一家共享自习室，为自己
泡一杯养生茶，开始一天的学习。 考研失利的齐
明选择了“二战”，为了实现深造的梦想，“花钱买
学习环境”成了他的刚需。

“这家共享自习室 24 小时营业，可根据情况
灵活选择学习时间， 还可通过 WiFi 连接打印机
打印资料，比较方便。 ”齐明说。

除了收费的共享自习室，我市还有许多场所
提供免费自习室，为何不去呢？ “市图书馆暂时不
提供 24 小时开放服务， 只能在特定的时间段学
习。道德书屋座位有限，经常需要抢座位。共享自
习室虽然收费，但是可以提供稳定的学习环境。 ”
齐明告诉记者。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学习环境和氛围是年轻
人选择共享自习室的原因之一。

“暑假期间，在家学习可能会懈怠，容易被手
机、电视、沙发等吸引。共享自习室里学习空间是
单人单桌，并用隔板隔开，可以使人很快进入学
习状态。 ”家住川汇区的大三学生陈香说。

共享自习室的走红说明了什么 ？ “现在的
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拥有学历、证书等会让自己
在职场上更具有竞争力。 共享自习室的走红，给
年轻人提升自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在学
习空间的设计和规划中， 自习室可以满足不同
群体的需求， 有助于构建更加包容和多元化的
学习型社会。 ”周口文理职业学院教师白雁华
说 。

集约资源满足社会需求

年轻人渴望提升自我

共享自习室悄然兴起

在共享自习室里学习的年轻人。

年轻人在格子间里沉浸式学习。

一家共享自习室的休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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