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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校学生寝室人际关系危机干预的个案分析
——以南通卫生高职校为例

张昕月

（江苏省南通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南通 226000）

摘要：寝室是学生的“第一社会、第二家庭、第三课堂”。近年来，寝室人际关系危机导致的事件屡屡发生，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对此，文章以南通卫生高职校为个案，通过问卷调查法、数据分析法，对职业院校学生寝室人际关系危机出现的原因及其具体解决策略

展开实证分析与积极探索，旨在构建良好的寝室人际关系，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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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室是学生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寝室人际关系更是学生

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寝室人际生态，无论对学生的

心理健康发展、良好习惯的养成，还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的塑造都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近年来因寝室人际关

系，寻求心理援助的学生数量不断攀升。寝室人际关系危机问题

的存在，不仅增加了班主任、辅导员的工作难度，更是为学校的

思政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对此，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对南

通卫生高职校学生寝室人际关系现状及其存在问题展开实证分析，

并据此对学生寝室人际生态满意度的提升路径展开积极探索。

一、南通卫生高职校寝室人际关系现状分析

本学期开始，笔者在本学院围绕寝室人际关系做了一次问卷

调查，调查对象主要针对我院的一、二、三年级，涉及“三系一部”（护

理系、药学系、医技系、基础部）所有一年级学生，每个专业 2

个班级，共 8 个班级。问卷共发布 430 份（其中女生人数比例多），

回收有效问卷 426 份。问卷共包括 25 个题项，分别从学生基本信

息、寝室人际关系的认知、寝室人际危机处理行为等三个维度出

发，对涉及对寝室人际关系的评价、寝室人际关系危机处理办法、

对理想寝室人际关系的看法、对寝室人际关系的满意程度等不同

问题展开调查分析。

（一）寝室人际关系质量

针对“你觉得你当前的宿舍关系是（ ）”这一问题，67.14%

的学生表示十分融洽，28.17% 的学生表示基本和谐，3.76% 的学

生表示偶有矛盾，仅有 0.94% 的学生表示相处不来。调查结果说明，

多数学生对当前的寝室人际生态总体满意。

（二）寝室人际关系影响因素

针对“你认为影响宿舍人际关系的因素有（ ）”，85.68% 的

学生认为“个人习惯、品质”是影响寝室人际关系最为关键的因

素，79.34% 的学生认为“说话方式”同样对寝室人际关系有着重

要影响，31.22% 的学生认为寝室人际关系与“经济理念”息息相

关，还有 42.96% 的学生认为寝室人际关系会受到多种“其他”因

素的影响。调查结果说明，在影响寝室人际关系因素上，个人习惯、

品质＞说话方式＞其他因素＞经济理念。

（三）寝室人际关系矛盾处理方式

针对“当你和室友出现矛盾时（ ）”这一问题，77.7% 的学

生表示会“积极沟通，争取和解”，10.56% 的学生表示“以退为进，

求同存异”，7.28% 的学生表示“若无其事，当作没发生”，还有 4.46%

的学生表示会“主动找其他室友帮忙”。调查结果说明，学生在

处理寝室人际关系矛盾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当

发生人际关系危机时，几乎不会主动寻求班主任和辅导员的帮助，

从而导致班主任和辅导员在寝室育人中的角色缺位；其二，7.28%

的学生由于碍于情面或其他原因，选择若无其事，当做什么事都

没有发生，不主动、不沟通、不解决，这些都体现出学生对人际

关系危机解决路径认知存在一定的不足。

二、南通卫生高职校寝室人际关系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个体化差异和寝室间异质性影响显著

南通卫生高职校学生来自江苏省各地，不同的成长环境、生

活习惯不仅为他们的学校生活注入了新鲜元素、增加了多元色彩，

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寝室同学间、不同寝室间的相处难度，为

学生的融洽相处增加了障碍。另外，由于经济状况、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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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兴趣等方面的异同，学生们容易形成不同的“小团体”，面

对这种情况，寝室内的学生，要么强行融入团体，要么成为“独

行侠”，从而加剧了寝室人际关系的分散冲突。最后，随着社会

发展，竞争的日趋激烈，即便是同一寝室的同学，有时也会因为

各种荣誉、学生干部、文体比赛名额、勤工俭学机会等方面的竞争，

导致寝室关系紧张。

（二）寝室人际生态缺乏有效制度保障

部分职业院校只注重学生的专业知识、思想品德教育，忽视

了心理健康教育，在寝室人际生态方面更是缺乏有效、完善的制

度保障。调查发现，包括南通卫生高职校在内的职业院校现行寝

室管理制度基本大同小异，主要以检查监督和一系列的奖惩措施，

难以从根本上激发学生的自觉意识。因此，当前学校寝室管理工

作的重点在于如何激励学生自主、自觉地开展宿舍文明建设，以

完善的制度激发学生的主人翁心态，促使学生增强宿舍凝聚力与

荣誉感。

（三）学生对解决寝室纠纷的路径认知不足

学生作为独立个体，他们在性格、生活习惯以及价值观等方

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再加上现在很多“00 后”学生都是独生子女，

由于家庭的过度保护，导致他们中一大部分人的性格、心智发育

不成熟，对寝室人际关系缺乏理性认识，在与寝室同学的相处过

程中，往往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换位思考，极易引发寝室

矛盾。而在矛盾处理过程中，又因为缺乏主动沟通、交流的技巧，

过于情绪化，不会理性思考，也不会主动反思，更不会主动向班

主任、辅导员或其他老师寻求帮助，从而导致寝室人际关系更加

紧张。

三、学生寝室人际生态满意度的提升路径

（一）增强文化建设的针对性

寝室人际生态建设的关键在于提升寝室文化建设的针对性。

寝室文化主要体现在物质、精神、行为等方面，是校园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寝室文化，具有心理调适、增强寝室凝聚力、

陶冶学生情操等功能。实证研究发现，个体化差异、寝室间的异

质性，对寝室人际生态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寝室文化建设，需

要根据学生不同阶段、不同群体的具体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展。

例如，针对男女生的性别特点，开展相应的文化建设活动。针对

女生寝室，则需要通过主题宣讲等活动，融入心理疏导内容，引

导学生了解心理调适方法；而针对男生寝室，则需要加强行为文

化建设，帮助其纠正在寝室吸烟、彻夜打游戏的不良行为习惯。

而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同样需要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寝室文化建

设活动，如针对新生，可以开展创建文明寝室活动，以帮助他们

更好地适应新环境；针对老生，则可开展寝室凝聚力建设活动。

此外，还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以及第二课堂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双

渠道作用。首先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心理健康教育课等

学科教学的主渠道作用，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帮助学

生进行心理调适、疏导人际关系；其次，要积极开展特色团建活动，

创设具有时代气息、专业特色的软环境。只有以优秀文化熏陶学生、

带动学生，才能切实提升学生对寝室人际关系的满意度。

（二）提高制度建设的驱动力

提高制度建设的驱动力，是建设良好寝室人际生态的重要保

障。制度建设需要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入手。宏观层面的制度

建设指的是学校在寝室管理方面的顶层设计，主要包括楼长管理

制度、考核评价制度、监督机制等，如通过寝室长考评、学生自评、

舍友互评等多种方式，来对寝室人际关系进行综合评价，并将其

作为寝室评比的重要依据。微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则主要包括如

民主生活会制度、寝室座谈会制度等寝室内部的具体制度。微观

层面的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严格落实寝室公约，如习惯公约、作

息公约等。宏观层面，要确保学校寝室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完整

性、实用性，要在把握原则的基础上，注重创新与实效，要体现

刚性制度与柔性管理的统一；微观层面，要尽量避免寝室公约的

盲目套用，注重寝室公约的针对性、指向性，做到因症施治。此外，

还要积极推动宏观层面制度建设与微观层面制度建设的协同推进，

形成协同效应，共同促进良好寝室人际生态的构建。

（三）提升寝室人员建设的凝聚力

首先，引导学生树立“寝室是我家”的观念。实践证明，只

要学生能够把寝室当成自己的家，把寝室成员当成自己的家人，

那么出现寝室人际关系危机的概率就会大幅降低。比如调查问卷

显示，超过 60% 以上的学生认为寝室人际关系是非常融洽的，这

部分寝室成员就是把整个寝室当成家，把舍友当成自己的家人，

且能够共同参与学校和学院各种活动，构建积极向上、丰富多彩

的寝室文化，进而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兴趣。

 其次，高度重视新生入学教育时的人际关系教育工作。加强

新生入学教育，在做好防盗防骗、校规校纪等相关教育内容的同

时，开展寝室人际关系处理的针对性，同样可以有效减少寝室人

际关系危机的发生。新生寝室人际关系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

点：1. 引发寝室人际关系危机的主要原因，包括性格、经济条件、

兴趣爱好、生活习惯等；2. 寝室矛盾的表现，包括冷战、言语刺激、

孤立他人、网络发泄等；3. 如何解决寝室人际关系危机，如换位

思考、发现舍友优点、珍惜同学情感等。通过两到三天的专题讲

座和观看视频，使学生在面对寝室矛盾时能够及时警惕，及时沟

通和解决，从而减少寝室矛盾的发生。

最后，引导学生在出现寝室人际关系危机时，要懂得换位思考。

由于生活习惯、经济条件、性格秉性的不同，舍友之间难免会产

生一些矛盾、冲突。因此，在日常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要让他们

认识到，一旦发生寝室人际关系危机，他们都应积极寻找解决危

机的途径，要教育学生懂得换位思考，彼此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

思考问题，这样才会懂得理解他人。和谐的寝室氛围需要双方一

起努力，不能是单方面的付出，这样才能够找到寝室人际关系危

机产生的根源，彼此用一个理解和宽容的心去对待他人，不断提

升寝室凝聚力，解决寝室人际关系紧张的问题。

总之，寝室人际关系关乎大学生个人发展，决定着整个寝室

中学生的发展，进而影响校园的氛围。各学校应该重视寝室的管

理建设，创新模式，解决现今寝室的普遍问题。创新管理制度，

并落实行动。及时发现学生寝室问题，并及时有效地解决。鼓励

学生积极学习，形成良好的作息习惯，促进学生的未来发展，推

动和谐校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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