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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宿舍文化是以大学生为主体，在宿舍使用、管理中形成的宿

舍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重要的德育功能。本文试图简析宿舍文化的德育功能并探讨通过宿

舍文化开展德育工作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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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宿舍文化没有确切的界定，笔者认为宿舍文化应该是以
大学生为主体，在宿舍使用、管理中形成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
和行为文化的总和，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国
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
提到“要高度重视大学生生活区、学生公寓、网络虚拟群体等新
型大学生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由此可见，国家层面十分
重视重高校宿舍所具有的德育功能，加强宿舍文化建设是德育工
作的内在要求。但在实际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宿舍往往被
简单的当做“休息区”，宿舍文化的德育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本文试图简析宿舍文化的德育功能并探讨通过宿舍文化开展德
育工作的新路径。 

一、高校宿舍文化的德育功能 
（一）引导教育功能 
宿舍育人与课堂育人不同，课堂教学只是简单的单向灌输，

而宿舍育人更多的是一种全方位全覆盖的教育方式，它使在其中
的学生自然地受到周围环境和人的影响，在优秀宿舍文化耳濡目
染的教育引导下，大学生可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形成正确的思
想观念，从而拥有完善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在生命之路的各个
阶段，明确进步的方向，努力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拼搏。 

（二）陶冶塑造功能 
青年学生，尤其是从高中刚进入大学的学生，由于他们心理

上的不成熟和思想上的不健全，使得他们思考问题不够全面，他
们正处于一个向成熟发展的阶段，可塑性极强。通过参加学校组
织的丰富多样的宿舍文化教育活动，必然能够陶冶他们情操，进
而丰富他们的内心世界，使他们在活动中得到陶冶，得到教育，
促进他们不断成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 

（三）心理疏导功能 
宿舍是大学生自我放松、自我调节的重要场所，自由、宽松、

和谐的宿舍氛围有利于帮助大学生进行合理的情绪宣泄。大学生
面对生活中的困惑、迷茫、压力过大等问题时，通过与宿舍成员
的交流沟通，能够在不知不觉中释放压力，宣泄痛苦，完成自我
调节，因此宿舍文化对于心理健康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当学校将
积极向上、创新进步的思想文化融入到宿舍文化建设当中，就会
产生协同教育作用，而且这种教育是在潜移默化、寓教于乐中完
成的。 

二、高校宿舍德育功能发挥现状 
当前，高校宿舍管理模式僵化，缺乏灵活性和变通性，高校

对宿舍文化建设在德育工作中所处地位认识不够全面，忽视了其
育人功能；过分重视对宿舍硬件条件的改善建设，而忽视了对大
学生精神层面的培育和塑造；宿舍管理过于生硬死板，没有联系
实际情况，缺乏建设宿舍文化的创新和特色；对宿舍管理人员队
伍建设不够重视，缺少专业提升培训，同时忽视了高校辅导员在
其中的重要地位。 

三、通过高校宿舍文化开展德育工作的新路径 
（一）完善管理模式 
高校宿舍的管理对象是在校学生，我们应当结合实际情况，

树立人性化的管理观念，在严格管理制度与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之间寻求最佳平衡。宿舍管理不仅仅要有制度约束，更需要宿舍
文化引导，宿舍管理人员严格把握制度的同时，让学生发挥主观

能动性来实现自我治理，从而解决宿舍管理与学生个性需求间的
各种矛盾和冲突。同时，辅导员是开展宿舍德育工作的主力军，
应该贯彻落实辅导员带班制度，与宿舍管理人员相互配合，形成
网状管理模式，确保管理无死角。制定辅导员进学生宿舍制度，
定期定时走宿舍、摸情况。同时建立定期培训交流制度，提高宿
舍管理人员与辅导员的专业化水平。另外，可通过在宿舍区设立
临时办公室，由教师轮流值班办公，及时处理宿舍问题，开展宿
舍活动，加强与宿舍与学生之间的联系，从而加强宿舍文化的德
育功能，不断优化完善宿舍文化建设，实现文化育人的目标。 

（二）创新宿舍文化内容和活动形式 
积极健康的高校宿舍文化能够发挥其德育功能，达到协同育

人的目的，反之不良思潮和观念的影响也会对宿舍文化产生影
响。因此，在宿舍文化建设中要注重宿舍文化内容的拓展和创新，
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时刻警惕腐朽文化的渗透，使高校宿舍成为
弘扬先进文化的重要基地。 

通过举办主题多样的宿舍文化节，让学生在不同的活动中展
示个人的特长、才能，互相交流学习，共同进步；定期开展宿舍
评比活动，培育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合作意识，提高综合素质；同
时应当充分利用校园内宣传栏、互联网等线上线下的宣传平台，
以现代大学生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积极进行宿舍文
化宣传，增强校园宣传的积极导向作用，拓展学生视野，使宿舍
文化建设与高校思政工作相结合。 

（三）发挥学生在宿舍管理和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学生是宿舍建设和管理的主体，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可通过建立学生成长与发展服务部，在宿舍区设置“解忧信
报箱”，将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对宿
舍建设的意见等信息收集起来，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处理解决。
通过“下午茶座谈”等线下交流平台，给予学生面对面与负责老
师沟通的机会，让学校更加了解学生的诉求，也使学生的问题能
够得到有效解决。让集中居住在各个楼座的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
特色以宿舍为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比如法治宣传、英
语沙龙、数学辅导等等，这些方式不仅提高了学生自治、自主的
能力，同时也为管理人员与学生架起了有效的沟通桥梁。 

（四）党团工作进宿舍 
随着当前高校选课及学分体制的不断改革，学生上课时间和

地点过于分散，原先传统的班级概念已经开始淡化，班级组织渐
趋松散，凝聚力和向心力早已大不如从前，这也将直接导致原先
以班级为单位的基层党团组织的各项活动难以有效开展。党团工
作进宿舍是发挥高校宿舍文化德育功能的新路径，也是建设宿舍
文化的有效途径。 结合当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现状，把党
支部、团支部建立在宿舍这块重要阵地上，通过将各种党团活动
延伸到学生宿舍，以此来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修养，打造优秀
宿舍文化。 

党团工作进宿舍不仅有利于确定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思想引领作用，而且有利于保持党对高校思政工作的绝
对领导。这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广大学生党员、团员青年的先锋模
范作用。在活动的开展中，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学生的思想
动态，及时发现问题并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总之，高校宿舍文化在发挥德育功能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是未来各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重要方面。高校应当充分重
视宿舍文化，根据本校实际情况重新制定和完善宿舍文化建设的
制度、内容以及管理措施。同时打造一支专业的宿舍管理和思想
政治教育队伍，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通过优秀的宿舍文化
建设，创造一个优化的育人环境，使高校宿舍文化建设成为高校
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