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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建筑设计类专业学生寝室文化的建立与管理
李海江　于晓庆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深入发展，高职院校寝室文化的建设与管理愈发受人关注。对于高职建筑设计类类专业学生来说，寝室

是他们生活以及学习的重要场所。良好的寝室文化不但能够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同时对于他们优良学风的树立起到了极

好的促进作用。据此，本文就高职建筑设计类专业学生寝室文化的建立与管理做了阐述，旨在为高职建筑设计类专业的良好发展提供一

些新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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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室文化不但对学生正确事业观、价值观、审美观的形成有

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对于建筑设计类专业教学效果的提升也

有着巨大的促进意义。新课改下，高职院校的寝室管理模式也产

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以建筑设计类专业学生为例，他们对于寝

室的依赖性不断增强。因此，高职建筑设计类专业应当重视寝室

文化的建设与管理，努力创设健康文明、积极向上以及和谐互助

的寝室环境，进而为专业学生的良好发展做好奠基工作。

一、寝室文化的概念及作用

（一）寝室文化的概念

寝室文化又称宿舍文化，指的是在寝室环境中，以寝室成员

为主题，以寝室为主要的活动场所，以积极向上和健康文明的活

动为主要内容，以专业及学校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性的文

化内涵。寝室文化作为高职院校的重要内容，涵盖着四个文化层次，

分别是制度、物质、精神以及形象文化，是寝室成员生活状态和

文化认知的重要反映。寝室文化有着较强的稳定性特点，对于学

生职业及生活方向的选择、价值和职业观念的趋向、人生准则与

原则的形成有着持续性的影响。

（二）寝室文化的作用

和谐良好的寝室文化对于高职建筑设计类专业学生的成长与

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提升

学生的环境适应能力。第二，推动学生良好学习及生活习惯的养成。

第三，消减学生学习压力，健全他们的人格。第四，陶冶学生的

文化素养及情操，培养其优秀道德。第五，促使学生的协作和集

体意识得到良好培养。

二、寝室文化的建立与管理

（一）加强制度建设

常言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对于高职建筑设计类专

业来说，寝室制度是其寝室文化管理的准绳和依据。只有寝室制

度完善了，才能建立良好的寝室文化，进而使寝室文化的教育促

进作用得到有力地发挥。首先，寝室制度能够协助专业教师更好

的服务和管理学生，维护寝室稳定。其次，寝室制度能够约束和

控制学生的行为，培养其团结和规则意识。因此，建筑设计类专

业应当重视寝室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具体可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制订管理制度。为了保证寝室制度的长期约束性，专业教师应当

与学生一同讨论，以集思广益的方式制订《寝室管理规定》以及《寝

室文化建设方案》等，以此来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让寝室制度的

约束力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二，突显激励效应。专业教师可与学

生一同讨论并制订《文明寝室评比条例》等制度，鼓励先进寝室，

鞭策落后寝室，激起专业学生的进步与竞争意识，进而营造富有

积极性的寝室文化构建氛围。第三，挂钩综合测评。专业教师可

将学生的寝室行为及活动纳入其综合测评之中，将寝室文化建设

与学生的评优以及评奖挂钩，以此来将学生的寝室表现加以量化，

促使学生的守则意识以及责任意识得到充分良好的培养，实现其

职业素养及道德品质的提升。

（二）发挥骨干作用

教师应当发动专业内入党积极分子以及学生干部的力量，

组建起一直高稳定性和高素质的学生干部队伍，或者与寝室成

员一同选拔寝室长等职位，这样不但能发挥骨干学生协助管理

和监督的作用，同时还能发挥骨干学生的传达与反馈的优势，

让教师能够及时和精准的把握寝室的问题，进而实施有针对性

和实效性的管理措施，增强师与生之间的情感，营造融洽与和

谐的寝室氛围。

（三）开展多样活动

专业教师应当以寝室为基，积极与学生一同设计并举办各式

各样的寝室文化活动，以此来丰富寝室文化的建设形势，提升本

专业寝室管理水平。例如，建筑设计类专业教师可与学生一同设

计并举办“寝室图纸绘制”“寝室模型设计”“寝室歌咏比赛”“应

聘模拟大赛”等寝室活动，通过这些与本专业及学生就业相贴合

的寝室活动，让学生的专业能力及职业素养得到有力的培养，增

强他们的寝室归属感与责任感，进而促使其寝室文化建设的自觉

性得到充分有效的调动。

（四）信息技术辅助

当前，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高职建筑设计类专业也要将

信息技术渗入与寝室文化建设及管理中来，发挥其辅助教育的作

用与优势。例如，专业教师可将电子打卡器引入于寝室之中，实

现数字化的寝室管理。又如，专业教师可组建各寝室 QQ或微信

群等，与学生一同探讨寝室文化建设问题，及时了解和指引寝室

文化的建设等。

三、结语

总的来说，高职建筑设计类专业教师应当革新自身的教育观

念与方法，加强寝室文化的建设与管理，致力于构建和谐向上的

寝室环境，进而发挥寝室文化的育人作用，为本专业学生更加健

康和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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