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8

教育论坛: 4卷2期
ISSN: 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1.前言 1

宿舍人际关系是大学生在共同的学习、生活的宿舍

环境中形成的以知识、思想、语言、情感和行为为媒介

的相互之间的关系 [1]。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宿

舍人际关系是大学生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其社交需要、

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也只有在良好的宿舍人际关系

中才能得到满足。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大学宿舍人际关

系的好坏对大学生群体的心理气氛及成员的工作、学习

效率都有很大的影响 [2]。相对普通高校，高职院校及其

学生有其自身环境和群体特点，其心理困扰问题应该做

专题研究，而以往针对高职类学生的宿舍人际关系的研

究极其匮乏。综上所述，本研究首次以高职生为研究对

象，针对性的探讨高职学生宿舍人际关系、心理健康水

平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期望为高职院校心理育人工作提

供决策依据。

2.研究调查

2.1 调查状况

本研究采用选取《宿舍人际关系量表》和《SCL-90

症状自评量表》对某高职大学生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共

回收 2317 份有效问卷，其中男生占比 68.1%，女生占比

31.9%。实验数据使用 SPSS18.0 软件进行统计整理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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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结果

2.2.1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分布状况

男生和农村学生占调查对象一半人数以上；大一学

生居多所以现宿舍生活时长不满 1 年为主；以独生子女

最多，其次是家庭长子较多；家庭类型基本以健全的原

生家庭为主；以家庭经济情况以一般化、之前都没有住

校史、同专业或班级学生宿舍为主；有一半的调查对象

都来 6 人的满园宿舍人数标准。

2.2.2 宿舍人际关系状况分析

高职生宿舍人际关系低于理想平均值，总体情况不

容乐观。从各维度得分上来看，除了交际方面情况略高

于理论平均情况外，交谈方面、室友支持方面和待人接

物方面都普遍低于理想平均情况。具体详见（表 1）。

表1　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总体情况描述统计

最小值 最大值
理论

中值

平均值

（M）

标准差

（SD）

交际方面 7.00 29.00 11.00 11.65 2.84

交谈方面 7.00 29.00 11.00 10.64 3.07

室友支持方面 7.00 26.00 9.50 11.45 2.91

待人接物方面 7.00 28.00 10.50 7.97 2.68

总分 28.00 98.00 45.00 41.71 9.81

2.2.3 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高职生人际关系敏感度及其他心理健康因子分都小

于 2 分，总体状况较好。与国内 18-29 岁的全国常模进行

分析发现：高职生在心理健康的各个因子及总分均低于

全国常模，表明高职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优于全国平

均水平。具体详见（表 2）。

2.2.4 宿舍人际关系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因素分析

以性别为自变量，对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水平的

总分及其各维度、心理健康状况及人际关系敏感因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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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男生在交际方面得分显

著高于女生（p<0.01），女生的人际关系敏感程度高于

男生（p<0.01），且男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女生

（p<0.001）。在其他方面无明显的性别差异。

对其他人口统计学特征在宿舍人际关系总分及其各

维度、人际关系敏感、心理健康总分上分别进行显著性

检验及事后多重检验分析，主要发现以下结果：（1）年

级越高的人际关系状况越好，年级越低人际关系度越敏

感，且大一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低于其他年级学生。（2）

农村学生比城市、县镇学生更擅长与人交往交谈，宿舍

人际关系更好，但人际关系也更敏感。（3）双亲家庭的

学生在待人接物上显著低于其他家庭类型，但其心理健

康水平较高。（4）来自家庭经济困难和混寝的学生宿舍

人际关系及其各维度得分都显著高于经济富裕、经济一

般家庭和不是混寝的学生。（5）处于低于 4 人宿舍的学

生其人际关系较敏感。

2.2.5 宿舍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关系分析

表3　宿舍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交际

方面

交谈

方面

室友支

持方面

待人接

物方面

宿舍人际

关系总分

交谈方面 0.685**

室友支持方面 0.561* 0.674**

待人接物方面 0.556** 0.668** 0.665**

宿舍人际关系

总分
0.822** 0.894** 0.852** 0.841**

人际关系敏感 -0.312** -0.337** -0.385** -0.358** -0.408**

心理健康总分 -0.309** -0.329** -0.363** -0.350** -0.396**

注：* 代表p<0.05，** 代表p<0.01。

由表 3 可以看出，宿舍人际关系各维度及其总分均

和心理健康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p<0.01），即大学生的

宿舍人际关系状况越良好，心理健康总分越低，心理健

康程度越高。

3.分析与讨论

3.1 高职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状况不容乐观且有差异性

高职学生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宿舍人际关系困扰。

大学生同室友的关系错综复杂除了与其性格特征、应对

方式有关，还和一些人口统计学特征有关。主要体现在

女生在人际关系方面较为敏感细腻多疑，一般情况下女

生的心理状况不如男生 [2]；年级越高人际关系状况和心

理健康状况也越好，大二、大三学生适应了大学宿舍生

活，与室友的沟通也更顺畅、室友支持度更高、待人接

物也更成熟 [3]，其自我认知和心理调适能力也更强；大

一学生人际矛盾较为明显，其对陌生环境和新的人际关

系存在担忧和不安全感；农村、家庭经济较困难、混寝

的高职生更擅长与人交往交谈，宿舍人际关系均更好；

由于农村、家庭经济较困难、混寝的高职生在人际交往

中更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但他们一般都能通过努力弥补

自卑心理，在集体中往往都较受人欢迎；来自双亲家庭

的学生待人接物上虽然低于离异、分居和重组家庭的学

生，但其心理安全感较强，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在高职

院校寝室人数上，处于低于 4 人（最少人数）宿舍的高

职生其人际关系较敏感，有时人越少宿舍人际关系气氛

往往越容易形成二元的紧张敌对关系。

3.2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全国常模水平

由本研究数据分析可见，心理健康各因子与全国常

模均有显著性差异，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各维度都低于

全国常模，由此可见高职学生心理整体情况较为乐观。

究其原因，随着大学生身心发展的逐渐成熟，掌握的心

理知识和求助方式的多样性，加之高职生的学业心理压

力较普通大学生小，因此其整体心理调适能力得到增强，

心理健康状况得到提升。

3.3 高职学生宿舍人际关系和其心理健康水平呈负相

关关系

高职学生宿舍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水平得分呈负相

关关系，心理健康总体水平得分越低，其心理健康状况

越好，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其人际关系越来越好。宿舍

人际关系俨然已经成为大学生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会对

其心理健康状况产生重要影响。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

安全感本身就是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标准的重要一方面，

他们由于相近的年龄、相同或相近的专业、相似的认知

表2　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总体情况描述统计

维度

本样本

（M±SD）

（n=2371）

全国常模

（M±SD）

（n=1388）

t 检验

躯体化 1.13±0.29 1.37±0.48 7.14***

强迫症状 1.40±0.50 1.62±0.58 7.39***

人际关系敏感 1.25±0.42 1.65±0.51 9.11***

抑郁 1.22±0.39 1.50±0.59 8.63***

焦虑 1.17±0.34 1.39±0.43 7.81***

敌对 1.17±0.35 1.48±0.56 8.86***

恐怖 1.16±0.36 1.23±0.41 6.99***

偏执 1.16±0.33 1.43±0.57 8.98***

精神病性 1.16±0.32 1.29±0.42 6.34***

心理健康总均分 1.20.±0.33 1.44±0.43 7.46***

注：*** 代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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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审美情趣，极容易相得益彰，集思广益，激发灵

感，在建立和谐的宿舍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又促进自我发

展和自我实现。

4.启发

综合以上分析，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应注重

从学生群体的共性和差异性出发，因人、人群而异地制

定提升人际关系的团体心理辅导方案和开展个别心理咨

询，从而促进其心理健康整体水平，尤其要特别关注新

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多措并施的促进新生适应性心理发

展。此外，高职院校应充分结合宿舍这一教育主阵地开

展形式多样的能提高学生集体安全感、归属感和荣誉感

的活动，集心理健康教育、文明寝室文化建设等学生管

理主题相关活动为一体，真正实现加强宿舍文化建设和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相辅相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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