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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团体心理辅导改善女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的研究综述
崔佳娣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本文考察 2009-2019 年团体心理辅导应用于女大学生

人际关系的研究，指出其成果或不足，为高校辅导员运用团辅改

善女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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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通过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查询发现，以大学宿舍

人际关系为主题的研究，2009-2019 年共收录 124 篇论文，数量

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关于宿舍人际关系现状的文章 39 篇，关于

改善大学宿舍人际关系的文章 9 篇。由上可知，近十年来高校工

作者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改善大学生宿舍不良人际关系。笔者从事

大学辅导员工作以来，深知宿舍人际关系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

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处理宿舍不良人际关系会消耗大量的工作时

间和精力。因此构建和谐宿舍人际关系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重点，也是辅导员工作的难点。同时笔者在工作中发现女生因为

情感丰富、脆弱，因此人际冲突频繁且大多难以调和。

欧文·亚隆认为，人们内心的困扰均源自于人际关系的冲突，

利用团体的力量去化解是最佳路径。樊富珉教授认为高校心理健

康教育对象主体是人格健康的学生。他们在学习、生活和社会交

往的独立发展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团体辅导引导其正确认识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激发大学生内在的正能量。因此，

通过团体心理辅导改善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很有必要，同时一定

程度上缓解高校心理辅导老师少、学生需求多的窘境。

综上所述，笔者本文主要分析团体心理辅导应用于女大学生

宿舍人际关系的研究，以此探讨改善女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的团

辅实际操作性。

笔者通过 CNKI 查询发现，2009-2019 年全国共发表关于团体

心理辅导并含大学生人际关系的有效文章 90 篇，其中硕士论文 45

篇，会议 4 篇。再次查询团体心理辅导并含女生时有效文章只有

5 篇。分别为王雪琴《团体辅导在改善中职女生寝室关系中的运用》、

孙俊芳《团体心理辅导对女生宿舍人际关系质量改善的效果》、

丁俊杰《独立学院女生宿舍人际关系调适——基于团体心理辅导

视角》、向群英《高职高专女生人际交往的团体心理辅导研究》、

周燕《运用团体辅导改善高中女生宿舍人际关系的研究》。

目前高校工作者主要通过实践研究，证实团体心理咨询在治

疗大学生心理问题方面的有效性、针对性，这类文献主要集中在

对团体辅导有效性的验证方面，常用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

实验法等。主要形式为运用调查问卷评估一些潜在心理变量，研

究者根据被试的具体情况和研究方向选择合适的评估工具。研究

方法上主要分为单组实验和双组实验，然后通过量表统计出所研

究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虽然目前很多研究已经证明团辅在宿舍

人际交往方面的有效性，但笔者认为这只是团辅应用于大学生宿

舍人际关系的第一步，为了便于在实际工作中推广还需更透彻更

具体地研究分析。况且运用团辅改善女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的研

究较少。

周燕（2012）通过八次团体辅导，辅以单人咨询和团辅心得，

运用新的专门适合于人际关系测量的量表，证明团辅方案积极改

善寄宿制高中女生宿舍人际交往的状况。但是针对实验组的 3 个

自然宿舍、24 位女生，笔者未就宿舍不良人际关系作出区别分析。

孙莹（2014）认为团体心理辅导改善大学生人际关系的设计

方案研究内容较为缺乏，多注重团体干预效果，对团体干预过程

研究较少。但与以往研究一样，文中被试以宿舍为单位自愿报名。

而团辅作为一个神奇的圆圈，是一种流动的力量，在良好的人际

关系中也可以发挥能量。如果实验对象仅是自愿、有需求的成员，

某种程度上回避了团辅在宿舍不良人际关系的作用。因此文中针

对新生、毕业生的团辅方案，虽具有普适性，但是缺乏宿舍不良

人际关系的针对性。

孙俊芳（2014）选取在人际关系存在困扰的同一宿舍女生 8 名，

通过解开千千结、自我探索——我的问题在哪里、将心比心、宿

舍你我他、情绪的认识与调控、相亲相爱一家人、真情告白，分

享收获七个方面的主题团辅，由量表数据得知被试的人际交往困

扰显著地下降，同时 83.6% 的被试对团体心理辅导非常满意。因

此作者得出这种心理干预方式在短期内效果是明显的。但笔者认

为七次一周一小时的团辅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短期效果，应该设计

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追踪，同时文中并没有说明被试宿舍因

何种人际问题而采取这七次团辅方案。

许柏特（2016）绝大部分的团体辅导使用了一种或多种团体

辅导理论作为其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没有哪一个研究清晰说明这

些理论运用在团体辅导的哪一个具体环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会有什么样的具体效果。作者虽指出这点但下文却没有更进一步

阐述。同时作者急于给出数据验证效果而无具体操作实录，忽略

团体心理辅导中被试的内心体验。因此文中所说具有推广性和试

用性，笔者认为对于当下的宿舍不良人际关系恐怕难以具体开展。

周娟仙、王雪琴（2017）进行团体沙盘游戏干预时选择量表

筛选的同学及相应寝室，沙盘游戏干预后加以个别咨询补充。此

研究融合了团体咨询和沙盘游戏的优势，但文中并没有具体实操

内容，无法有效借鉴运用。

莫华敏（2018）认为被试需静下心聆听他人，表达平时不敢

表达的情感，交流效果较好。笔者猜测由此研究者们才采用单独

招募有意愿或有需求的学生参加团辅，而直接对整个自然宿舍团

体的干预很少。但自愿招募的被试，即使通过团辅改善了他的人

际交往能力，回到原来的宿舍如何平衡两个团体的差距也是值得

关注的问题。因此运用团体心理辅导去调解宿舍关系，建立和谐

宿舍的实践还比较少。

笔者认为与其验证团体心理辅导的即时有效性，不如研究相

似人际问题的宿舍经过结构内容不一样的团体心理辅导后改善效

果的差距，这才是验证团体心理辅导的实际有效性。此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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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大学生宿舍关系量表设计，以便更客观、准确地进行大学生

人际关系研究。虽然目前很多研究预言发展性团体心理辅导将会

成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但笔者始终认为临床心理辅导是

发展性团体辅导的基础，只有将当下的、现实的宿舍不良人际关

系研究透，辅之针对性的团体心理辅导，未来团体心理辅导才会

真正有益于改善宿舍不良人际关系，特别是女大学生的宿舍人际

关系。

因此笔者针对团体心理辅导应用于女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的

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一、女生宿舍人际矛盾一般先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口舌

之战，之后口舌之战升级演化为暴力相向、排挤、孤立。那么针

对女大学生的宿舍不良人际关系的团辅，可以首先运用沟通技巧。

在模拟场景中舍友打电话太晚已经影响其他人，该如何做？良好

的沟通技巧：你这么晚打电话不睡觉影响了你的睡眠质量，不利

于明天的课程，同时对你的身体也不好。这样学生在口舌之战初

期就可以大事化小。

二、丁俊杰（2014）角色扮演技术中采用镜像法，让存在

矛盾的个体扮演角色，观看别人表演自己的方法，观察角色扮

演中学生的情绪和态度，并与自己相对比，思考别人是怎么看

待自己，从而剖析自己的不足，引导学生认识自我，客观看待

自己的行为，进一步纠正自我，让宿舍冲突得到缓解和解决。

这与“空椅子”技术相似，同时文中以案例导入团辅实施过程，

可借鉴性较强。

三、增加良好宿舍人际关系的信念支持：我希望别人怎么对

待我，我就怎么对待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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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存在的困境和对策研究
梅　云　姚佳利　陈　花　曾川江　谢小妍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四川 眉山 620200）

摘要：为了摆脱传统应试教育的桎梏并积极践行素质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开始采取校企合作的形式来实现自身的人才培养策

略与时代发展需求之间的紧密对接。但是长期的应试教育导致部

分高职院校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之中忽略了教学策略革新，无法真

正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利用，校企合作质量实质上呈现

不断下降的趋势。对此，本文将理论分析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着

眼于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以期为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正常开展提供一定的借

鉴。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困境和对策

尽管我国一直积极推动课程改革，但是教育体系仍存在许多

不足，仍需要结合时代发展的现实条件进行相应的调节和改进。

在教育教学实践时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结合目前的

教育教学条件提出了全新的教学标准，该标准要求高等职业教育

以学生为主体，积极通过校企合作的形式来落实合作办学工作，

实现学校与企业的互利共赢，促进教学质量和水平的稳定提升。

高等职业教育的顺利开展既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效益，还能够

有效地践行素质教育，提高我国的综合软实力。

一、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意义

不难发现，校企合作对体现素质教育和推动教学实践活动的

正常开展意义重大。作为一种特殊的合作形式，校企合作办学在

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实现了快速发展。校企办学机制与高等职业教

育本质上存在极为紧密的联系，两者之间的紧密结合既能够体现

专业人才培养的目的和价值，还能够提升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以

及实践动手水平，积极促进办学体制的多样化以及多样性发展。

践行校企合作办学机制，学校可以了解将学生引进企业的具体方

法及要求，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上来看，

学校教学设备的专业化水平还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企业也可重

新调整自身的管理方向以及管理思路，更好实现管理资源的优化

配置和利用，促进资源的共享。

学术界普遍认为，校企培养机制能够将学校与企业的资金投

入量控制在最低的水平，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以及个人素质。

目前，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学校能够在企业和政府的帮

助之下培养更多职业应用型人才，这一点对解决企业的人力资源

使用问题意义重大。同时学校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实践教学资源以

及机会，解决自身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所存在的不足，更好的实现

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