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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女生宿舍人际关系现状及对策研究 
王凤姣  唐婷  王康康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不良的宿舍人际关系对女大学生的全面健康、社会适应性和未来发展都会带来消极影响。调研发现高校女生宿舍人际关
系不仅受家庭条件、成长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学校教育管理、校园文化、人才培养定位等因素对女生宿舍人际关系也有非常显著的
影响。因此高校在进行育人育才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女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的防治，应从学校-学院-辅导员-朋辈群体等层面建立科学合
理的管理、教育体系，优化育人、育德、育才的协同路径，探索高校女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关键抓手和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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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界对于高校宿舍人际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多，也取得了一

定的研究成果[1]。但目前高校学生管理中，基于人格差异的女生宿舍
人际关系更为复杂，且国内学者的研究多是针对整个大学生群体，
缺乏对女生这个群体的宿舍人际关系进行专门而深入的调查与分
析。女性在当前社会发展中，不管是职场、家庭、还是其他社会角
色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女性的身心健康发展受到了各界的关注
和重视。高校宿舍作为高校组织管理系统中 小的群体对女生的身
心健康、未来发展等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严峻的就业形势和
就业压力为高校学生的培养、教育和管理都提出了新的挑战。良好
的宿舍文化、宿舍氛围、宿舍人际关系对女生身心健康发展和主观
幸福感的提升值得学界高度重视[2]。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云南民族大学女生宿舍人际关

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其中问卷内容主要包含了人际冲突、亲融性、
重要性认知三个维度[3]。共发放问卷 157 份，收回 157 份，其中有效
问卷 157 份，有效率为 100%。并访谈了长期分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
的领导、从事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的辅导员及学校教务处教师等[4]。 

二、研究结果 
本研究从满意度、和谐度、矛盾频率、重要性的认知、价值观

念、经济条件、生活习惯、民族地域文化、网络渗透、课程与讲座、
学生处理形式、心理健康咨询及辅导员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
这 13 个方面考察了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现状，具体调查结果呈现如
下： 

1.云南民族大学女生宿舍室友之间相处的总体状态及其满意度 
由表 1 表 2 可知，女生宿舍整体满意度较高，但仍存在一定程

度的问题，但不能排除成为校园安全隐患的可能性[5]。 
表 1  您和宿舍的关系（n=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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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您对目前宿舍的关系满意程度（n=157） 

 不满意 非常满意 一般 非常满意 比较不满意

百分比（%） 14% 26.8％ 29.3% 20.4% 11.5% 
人数 19 15 61 28 31 

2.云南民族大学女生宿舍人际关系的和谐度及矛盾频率 
由表 3 表 4 得出，目前女生宿舍人际关系的融洽度较高，但仍

然存在融洽度较低的现象，且发生矛盾的几率相对较高。 
表 3  您和室友的关系（n=157） 

 非常融洽 比较融洽 一般 不融洽 非常不融洽

百分比（%） 18.5％ 27.4 32.5％ 14.6％ 7％ 
人数 29 43 51 23 11 

表 4  您所在的宿舍是否发生矛盾或冲突（n=157） 

 经常发生 偶尔发生 从未发生 

百分比（%） 12.1％ 52.2％ 35.7％ 
人数 19 82 56 

3.云南民族大学女生宿舍人际关系重要性的认知状况 
通过对比表 5 表 6 发现，女生宿舍人际关系重要性的认知与行

为具有一致性，一定程度上是对宿舍人际关系重要性的肯定，是高
校女大学生对宿舍人际关系重要性的正确认知。但学生参与宿舍集
体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 

表 5  您和谐的宿舍关系重要（n=157） 

 非常重要 比较重要 一般 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

百分比（%） 49％ 35.7％ 13.4％ 0.6％ 1.3％ 
人数 77 56 21 1 2 

表 6  如果学校举办宿舍集体活动，你会参加（n=157） 

 会 不会 视情况而定 

百分比（%） 52.9％ 29.3％ 17.8％ 
人数 83 46 28 

（二）云南民族大学女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问题产生的因素 
1.价值观念的分歧 
研究表明，女大学生认为价值观念按照影响程度水平参差不平，

其顺序依次为：世界观人生观、金钱观、消费观、恋爱观、时尚观、
其他思想观念。价值观是对人和事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同时价
值观也指导方法论，对于女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来说，价值观念若
是无法形成“和而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进而导致隔阂、矛盾或冲
突[6]。 

2.经济条件影响彼此亲密度 
研究表明，女大学对于经济条件影响彼此亲密度的程度中，15.3

％的女大学选择“非常有影响”，14.6％女大学生选择“比较影响”，
24.8％的女大学生选择“较影响”，38.9％的女大学生选择“不影响”，
6.4％的女大学生选择“非常没影响”。由此得出，家庭经济条件的
不同会导致大学生之间产生贫富差距，进而导致女大学生之间的意
识形态产生差距，这种差距 终折射到女大学生宿舍人际交往中的
亲密度上，影响女学生的交往行为，从而产生宿舍矛盾[7]。 

3.生活习惯、地域文化的差异导致宿舍关系不和谐 
研究表明，引起不和谐的宿舍人际关系的生活习惯中，71.3％

的选择“从不打扫宿舍卫生”，74.5％大学生选择“不讲究个人卫生”，
59.2％的大学生选择“看视频总是外放”，67.5％的大学生选择“休
息时间打电话”，69.4％的大学生选择“睡觉很晚，制造各种噪音”，
13.4％的大学生选择“其它”。而在舍友间的地域文化差异是否影响
彼此的亲密度的问题中，调查数据显示，10％的选择“非常有影响”，
18.5％大学生选择“比较影响”，23.6％的大学生选择“较影响”，41.4
％的大学生选择“不影响”，6.4％的大学生选择“非常不影响”。由
此得出不同的生活习惯、地域文化对女生宿舍人际关系影响较大。 

4.网络渗透导致人际价值观模糊 
研究表明，女大学生选择网络人际交往与现实人际交往的比例

中，33.1％的选择“网络交往，66.9％大学生选择“现实交往”。而
在比较网络人际交往与现实人际交往的深度时，18.5％的选择“网
络交往，50.3％大学生选择“现实交往”。由此得出，网络作为信息
时代的新生产力，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人交往方式，
为我提供更为宽广、便捷的交流方式的同时，也导致了女大学生对
宿舍人际关系的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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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宿舍人际关系系列课程与讲座较为欠缺，心理健康咨询及辅
导员心理健康教育水平参差不齐 

研究表明，高校宿舍人际关系课程与讲座“从未开展”的比例
高达 40.8％，宿舍人际关系课程与讲座开展的“比较少”的比例为
38.9％，宿舍人际关系课程与讲座开展的“非常多”占比仅为 1.9％。
同时大部分在经历不良宿舍人际关系时，很少选择向咨询心理医生
和辅导员寻求帮助。由此可知，学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对于女生宿
舍人际关系的重视程度不够。 

三、讨论与分析 
通过调研和访谈发现，高校女生宿舍人际关系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点状分布，网状渗透 
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学业压力、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为当代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巨大挑战和影响。高校女生宿舍人际关系呈
现出各不相同的矛盾形式，因宿舍内务分工执行效果差异、生活习
惯差异、民族文化差异、家庭环境差异、性格差异、消费观差异、
恋爱观差异、友情观差异等因素而产生的宿舍人际关系问题在每一
个宿舍单位中都呈现着点状分布的特点，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女
生宿舍人际关系问题都存在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对女生的个性发
展、全面深度健康、社会适应性和未来发展会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
形成网状渗透，影响深远。 

（二）应对方法欠缺，解决渠道单一 
高校女生心理更加敏感，相较于男生舒压能力较弱，且自我心

理调节能力较弱。在遇见宿舍人际关系紧张或者出现明显冲突之后，
正确化解和处理不良人际关系的方法非常欠缺，大多通过逃避、或
者找朋友排闷的方式进行调节。然而通过访谈了解到，目前高校学
生教育管理工作人员、辅导员选拔严格、条件要求较高，普遍素质
较高，但具备的心理学知识水平良莠不齐，很多辅导员不能第一时
间准确的给与学生有效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压力缓释，大多通过学校
的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给与学生一定帮助，而心理健康中心面对全校
的学生，难以精准深入的把握学生的具体问题根源，很难做到短时
间的深入了解，难以准确的结合学生的个性特征、个体需求、全面
深度健康和长远发展的需求，对学生提供高效长效的心理辅导和帮
助，因此心理辅导的效果也非常有限，辅导效果不佳。高校女生应
对不良宿舍人际关系的方式方法欠缺，进一步纠正和解决宿舍不良
人际关系的渠道也非常单一。 

（三）人际价值观模糊，人际关系处理的态度消极 
时代不断进步，当代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强，尤其是互

联网信息的高速传播和多元化的沟通渠道和社交软件的发展，让当
代大学生群体之间的交流和交往出现了社交冷淡的情况[8]。大学阶段
是学生步入社会之前的一个身份转换的过渡期，不当的人际价值观
对于学生步入社会之后的社会适应性有着非常深远的负面影响。女
生大学期间的人际关系态度消极，对于在校期间的人际交往较为被
动甚至逃避，存在人际价值观模糊的现象。 

四、对策分析 
高校女生宿舍人际关系对于高校女性群体的身心健康和未来发

展存密切相关，也反映出高校人才培养顶层设计、学生教育管理体
系、校园文化建设和“以人为本”的育人旨归等方面需要更多的经
验总结和创新实践。 

（一）优化顶层设计，凸显办学特色和育人旨归 
新时代的到来对于时代新人有了新的定义和要求，高校人才培

养的顶层设计会直接影响学生教育和发展的方向和定位，为社会培
养什么样的人才是高校教育工作中必须回答好的问题。高校女性群
体的身心健康、思政站位等方面教育对于女性进去社会之后适应社
会、服务社会的能力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校从顶层设计层面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方向。一是从育人体系上应坚持育人”先“育
德”，将“育人、育德、育才”协同发展的教育理念始终贯穿在人才
培养的顶层设计中，通过思政教育的渗透和课程思政的践行，构建
三全育人的教育体系，强化“德育”的功能与价值，提高学生的思
想政治素质，奠定其未来发展和社会效力等方面的基础；二是从育
人内容上要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和办学定位，尤其是对于民族类院校
的女生宿舍人际关系而言，学校层面更要精准的挖掘民族特色的女

生宿舍人际关系元素，挖掘校园特色的校本校园文化，营造民族团
结进步的良好校园文化环境，让学生可以形成良好的成长氛围和宿
舍氛围；三是从育人工作管理体系上要强化从组织管理到学生个体，
通过自上而下的干预模式，真正落实“立德树人”，做到学校育人育
德旨归明确、抓手具体[9]。 

（二）完善学生教育管理体系，形成活态社交氛围。 
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一直是高校学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在当

前网络资源大爆炸的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和困难，女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日常管理与女生宿舍人际关系互
相影响、相互作用，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应以以下几个方面作为
核心抓手实现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提质增效。一是要完善学生心理
健康咨询和教育体系，构建校级心理健康咨询中心-院级心理健康教
育平台-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管理辅导员专业培训课程体系的完整架
构，实现学生管理“上有导向，下有方向”；二是要实现各个学院之
间的联动管理创新，调动学生的人际交往积极性，引导学生加强内
心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际价值观，鼓励学生
积极应对宿舍人际关系和其他社交关系，形成“教师有责任、学生
有情怀”的院与院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良性人际交流交往活态
社交氛围。 

（三）引导学生内在成长，助力学生未来发展。 
高校女生宿舍人际关系的核心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个体与

个体之间的交往，良好的宿舍人际关系对关系网中的个体全面发展
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个体的成长环境、原生家庭、接受的教育
等虽然对个体的身体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在大学时期，学生
的身心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是要教育和帮助学生学会
正确的自我认知、自我表达、自我接纳、自我和谐及自我情绪控制，
能够平静友善的与自己和解，学会内在成长；二是要通过“点对点、
一对一”的人文关怀，培养学生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让学生学会
换位思考和长远考虑，帮助学生提升社会适应性，增强主观幸福感。 

五、结语 
高校女生如何正确对待精神压力、人际关系等因素导致的心理

问题，积极应对学习、人际、就业、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多重压力
是该群体能否营造良好宿舍人际关系的关键所在。因此，良好的宿
舍人际关系对于提升高校女生的自我效能感、思想政治素质、主观
幸福感和社会适应性非常重要，也是关注女性群体身心健康发展和
社会效力方面的重要探索，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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