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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经常性的情绪低落、缺乏兴趣、
主动性匮乏、自我愧疚、营养不良、整日忧心忡忡，睡眠质
量受到影响、过于悲观，疑心患有各种疾病、经常感觉通体不
适,严重者甚至具有自杀倾向和行为，是一种生活中普遍存在的
精神疾病。在对抑郁进行定义的过程中,学术界的不同学者具有
不同的侧重点。Angold和Rutter(1992)认为,抑郁是个体从积极
情绪向负性情绪的转换,是其生活中消极状态的表现;抑郁是一种
精神上不愉快的、悲观的痛苦,它是一个人对某些事件或糟糕情
况的反应；作为一种特征, 抑郁是一个人持续的、相对平稳且
缺失幸福感的状态;作为一种症状,抑郁意味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过于低落甚至处于病态的低水平或极为糟糕的状态[1]。抑郁被林
崇德(2003)等定义为负面情绪的增强，是一种使个人充满不适和
痛苦的心理状态,其基本特征是获得性或反应力降低、悲观和抑郁
[2]。抑郁被张文新(2002)定义为一种由感觉不作为和应对外界压
力引起的消极情绪[3]。结合国内外学者对抑郁的定义,本研究对
抑郁的定义主要集中于论证抑郁对个体所产生的情绪影响方面。

寝室人际交往是个体在大学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行为,同时宿
舍人际是人际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学习、生活
乃至人格和心理健康发展等各方面有着重要影响[4]。王雷认为寝
室人际是指,不同个体在大学中相遇,并在宿舍环境中共同学习、
生活或进行情感交流等所形成的特殊关系[5]。有研究表明,当代
大学生宿舍的人际关系主要有三种类型,首先是友好互助型,该种
类的宿舍成员能做到友好相处,相互帮助,相互信任，在日常生活
中能够做到一起上课,互相督促学习,共同娱乐休息,节假日共同出
去游玩，即使遇到摩擦,也能妥善解决,包容彼此的不足之处,用宽
容的心态处理宿舍人际关系。友好帮助型宿舍人际关系有助于寝
室成员的人格与心理发展,是最为倡导的宿舍人际关系类型；其次
是冷漠独立型,此类型宿舍成员对彼此漠不关心,彼此之间为互相
独立的个体,宿舍成员生活学习方面缺乏沟通协作能力,不存在情
感沟通,例如,在学习上不进行交流帮助,不会一起吃饭娱乐,此类
型的宿舍成员易产生孤独感,长此以往不利于心理健康的发展,易
滋生抑郁的心理倾向;最后是分裂冲突型宿舍,此类型宿舍成员之
间内部关系不和谐,普遍存在宿舍小团体,具有明显的排他倾向,小
团体之间一般相互对立,宿舍易发生尖锐矛盾,破坏和谐宿舍关系
的形成,成员心理健康极易出现问题[6]。通过对以上三种类型宿
舍人际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冷漠独立型、分裂冲突型宿舍人际关
系不利于良好宿舍人际关系的形成,对成员间的心理健康发展具有
极大的破坏性,而正向的友好帮助型宿舍人际关系有利于宿舍成员
心理健康发展,因此,构建和谐有好的寝室关系对于防止宿舍成员
抑郁心境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相关研究表明，宿舍人际关
系在现今大学生产生心理障碍的原因中占比35%，抑郁已成为世
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主要心理健康问题[7]。因此,探究宿舍人际
与抑郁的关系,在防治和干预大学生抑郁情绪方面有着重要的研究

大学生寝室人际与抑郁的关系探究

喻兴涛  蔡依晗  张  野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辽宁　沈阳　110000

【摘　要】为探讨大学生寝室人际与抑郁之间关系。本研究采用宿舍人际关系问卷以及抑郁自评量表,随机抽取202名大一至大
四的本科生，进行问题分析。结果表明:(1)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与抑郁倾向呈显著负相关,个性特征和言语沟通两因子在一定程度上
负向预测抑郁;(2) 文史类学生的寝室共享行为显著低于理工类学生;(3) 艺术类学生在个性特征方面得分显著低于理工类学生和文
史类学生;(4) 艺术类学生在抑郁得分上高于文史类学生,且高于理工类学生。

【关键词】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抑郁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 0 级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拥抱吧——寝室关系调节工作室” 项目编号：

202010166011。

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次调查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辽宁省沈阳市212名

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网络平台共发放了212 份电子问卷,
全部收回,剔除9份无效问卷,共收取203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
为95.7%。其中男生24人(11.82%),女生179人(88.18%);理工类
学生97人(47.78%),文史类学生98人(48.27%),艺术类学生8人
(3.95%)。

1.2 研究工具
1.2.1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问卷
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问卷由蒋丹编制[8],共包含17个题项,其

中采取反向计分方式的条目有7 个,所有剩余条目全部为正向计
分,问卷采用5点计分法,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问卷得
分越高,代表宿舍人际关系越融洽。该问卷共五个维度,即言语沟
通、群体认知、扰他行为、共享行为和个性特征。问卷信效度分
析良好,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Cronbach α系数为0.839。

1.2.2抑郁自评量表
本研究选用的是单一维度的抑郁自评量表（SDS）,一共有20

个题项,采取反向计分方式的计分条目有10条,剩余其他条目为正
向计分,该量表采取4级评分法，1表示"很少",2表示"小部分
时间",3表示"相当多的时间",4表示"绝大部分时间",得分越高
意味着抑郁倾向程度越严重, 本研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33,表明具有比较高的可信性。

1.3 研究程序
本次研究利用问卷星平台全部采用电子问卷，采用大学生宿

舍人际关系问卷和抑郁自评量表对学生进行单独施测，问卷全部
采用匿名的方式进行全部回收。

1.4 数据处理
使用SPSS25.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次研究数据均由被试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

差效应。本研究采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
验，结果发现, 在本研究中八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并且第一
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是20.817%，小于临界值40%，说明在本研究
中，共同方法偏差带来的影响很小。

2.2 人口学因素对大学生宿舍人际和抑郁的影响
依据独立样本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的分析结果可得,宿舍人

际关系和抑郁倾向在性别和年级方面均无显著差异;理工类学生在
寝室共享行为方面显著高于文史类学生; 艺术类学生在个性特征
方面得分显著低于理工类学生和文史类学生; 艺术类学生在抑郁
得分上高于文史类学生,且高于理工类学生。（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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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专业类别对大学生寝室人际关系影响对比

2.3 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与抑郁的相关分析
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t=-0. 49 4, p

<0.01),宿舍人际关系中社会认知、言语沟通、共享行为、扰他行
为、个性特征五个维度全部与抑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见表2）

表2        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与抑郁相关分析

注：p**<0.01
2.4 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各维度与抑郁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大学生抑郁倾向受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的哪

个维度影响更大,我们将因变量定为大学生抑郁倾向的得分,并将
自变量定为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各维度的得分,运用多元逐步回归
分析进行处理。研究结果表明,个性特征和言语沟通可以有效预
测大学生抑郁倾向的总体得分(F=42.95,P<0.01,R2=0.301),对大
学生抑郁倾向的总体解释率为30.1%,其中个性特征的贡献率较大
为25.8%,言语沟通稍弱一些为4.3%。两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
系数(β)均为负值,证明了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为负向,即个
性特征与言语沟通得分越低,学生抑郁得分越高,越容易产生抑郁
倾向。（见表 3 ）

表3        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与抑郁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人口学变量对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和抑郁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结果说明, 文史类学生的寝室共享行为显著低于理工

类学生; 艺术类学生在个性特征方面得分显著低于理工类学生和
文史类学生。这表明理科生与文史类学生生活态度存在较大差
异,由于个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个人卫生方面,理科生和文史类学生
相比于艺术类学生生活中可能更为不拘细行。在抑郁得分方面,
艺术类学生显著高于文史类学生,显著高于理工类学生。这可能
与艺术生面对生活的压力、竞争更大相关。

本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宿舍人际差异和抑郁在性别上均无
显著差异，此结果与窦芬、蒋丹等人的研究结论存在分歧，但

与赵冬梅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这可能与选取样本不同有关，
本次调查研究样本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生所占比例远低于女生，
因此，本次调查研究与性别相关内容参考价值较低。

3.2 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与抑郁的关系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大学生寝室人际关系以及各维度

与抑郁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寝室人际关系越融洽,抑郁得分越
低,越不容易产生抑郁情绪,这与赵冬梅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通
过多元回归分析的处理，结果表明，个性特征和言语沟通可以
有效负向预测大学生抑郁倾向。由于个性特征维度主要关注的个
人卫生,因此个性特征与言语沟通都是学生寝室存在比较表层的、
频发的矛盾点,每次爆发都会激起学生负面情绪,潜移默化的影响
着学生的心理,提升抑郁水平。

3.3 研究启示
本研究为预防和干预大学生抑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宿舍

是学生在大学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宿舍人际关系也是大学生活
中重要的人际关系，当宿舍人际关系差的时候，难免会出现很
多人际冲突，激发成员的消极情绪，消极情绪的长期积累可能
会致使抑郁倾向的产生。因此，本研究对于高校大学生和教育
工作者具有一定启发作用，教育工作者可以定期开展寝室人际关
系分享会，培养学生正确的社会认知；学生主体方面，需主动
培养自己的共享行为，避免扰他行为，尤其注意与室友之间的
言语沟通以及个人卫生等等，改善和维持和谐的宿舍人际关系，
有效缓解个体抑郁水平，营造美好、健康的校园生活。

4  结论
4.1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与抑郁倾向呈显著负相关,个性特征

和言语沟通两个维度在一定程度上负向预测抑郁。
4.2 文史类学生的寝室共享行为显著低于理工类学生。
4.3艺术类学生在个性特征方面得分显著低于理工类学生和

文史类学生。
4.4艺术类学生在抑郁得分上高于文史类学生,且高于理工类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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