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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视域下女大学生宿舍

人际关系的处理 ①

熊耀林，刘嘉
（湖南科技大学 潇湘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宿舍是女大学生生活、学习的一个重要共生体，在这个共生群体中，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助于提高智慧互激水
平，有助于这个群体中每个人的成长发展。通过问卷形式调查了女大学生宿舍这个共生结构的人际关系状况，从学生个

体、宿舍环境、学生管理等方面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提出构建和谐宿舍共生关系的对策：学生个人应理性认知，加强自我

调适；宿舍应健全管理机制，引领和谐寝室文化建设；学校方面应优化育人环境，提升学生社交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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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

大学生生活社区、学生公寓等新型大学生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挥大学生自身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增强教育效果。”宿舍是大学生生活、休息的场所，是信息获取的窗口，思想交流的渠道，学习娱乐的

园地。温馨的宿舍氛围能满足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本文借鉴生态学

理论，提出在女大学生宿舍构建共生关系，充分发挥学生个人、宿舍、学校３个方面的联动作用，构建高
校优质的学生宿舍共生模式，营造和谐融洽的宿舍氛围。

１　共生理论概述
“共生”作为一个生态学上的概念，首先是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提出的，共生有三个基本层面的涵

义：一是两个以上独立主体的共同存在；二是这种共同存在是相互需求的、动态的；三是共生包含了合

作与竞争。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１］。在一个共生群体中，人际之间的横向联

系有助于提高人际协作水平，提高智慧互激水平，有助于这个群体中每个人的成长发展，这就是“共生

效应”［２］。在高校女大学生宿舍人际交往中借鉴“共生”理论，改变大学生的认知，互相帮扶、互相激励、

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对改善大学生的成长成才环境、维护宿舍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２　高校女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现状
针对女大学生宿舍关系问题，笔者在湖南５所高校中发出问卷８５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８０３份，有效

回收率为９４．４％，符合统计要求，调查结果如图１所示。
调查显示３４％的女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存在各类问题，主要表现为不敢交往，不愿交往，不善交

际，不懂交往。概括起来，宿舍人际关系存在如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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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高校女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现状

２．１　宿舍人际关系呈现出独立分散的状态
一是“小团体”的存在。５９％的宿舍成员因性格、生活习惯、家庭背景和价值观相似而形成各种小

团体，与其他成员交往较少。有的甚至相互猜疑、相互排斥，感情淡漠。有时候，本来仅仅只是两个人之

间的矛盾，却因为小团体的感情和利益采取一致排外的敌对态度，将个人矛盾扩大为整个宿舍的矛盾。

二是交往时间少。６６％的宿舍成员忙于自己的事务，彼此间相处时间不多，交流不深。宿舍成员有
的忙于学生会工作，有的忙于社团活动，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沉迷于自己的网络世界（女生主要为

ＱＱ、微信、微博、电视剧），使得人际关系呈现分散状态。
２．２　宿舍人际关系呈现出疏远冷漠的状态

一是交往技能缺乏。４８％的女大学生通常碍于尊严和面子，不知该如何正确有效地处理宿舍内部
矛盾和分歧。当室友向自己提建议时，不愿做出太大的改变，依旧我行我素。加之女生自身敏感多疑的

特点，容易形成“冷战”，对室友采取精神上的隔离。

二是消极心理品质的存在。表现为自我中心、自我封闭、自卑自负、猜疑嫉妒等。调查显示，７２％的
女大学生在宿舍交往中存在自我封闭现象。她们过度防卫，害怕暴露自己的缺点，敏感多虑，行为退缩、

瞻前顾后、不敢与室友深入交往，不敢指出室友的一些不当言行。有的同学自我认知存在偏差，自视过

高或过低，表现为孤傲、清高、难以接近，爱指责他人，敏感多疑；还有的同学存在交往心理的理想化，稍

不如意便深感失望，极易产生孤独感。

３　影响女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的因素
共生理论认为，共生关系主要指共生体或共生单元在共生环境中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

式［３］。大学生宿舍作为一个共生单元，内部关系会受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所影响。共生模式是指共生

单元相互作用或相互结合的方式，是和谐人际关系构建的关键，共生环境是重要的外部条件。具体而

言，宿舍人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如图２所示。

图２　宿舍人际关系的影响因素系统

３．１　个人因素是营造和谐宿舍氛围的基础和前提
个人主观因素涉及学生的性格、生活习惯、个性心理、认知观念等。现代女大学生均是９０后，基本

上是独生子女，因个人成长的家庭环境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个性心理、价值观等。她们习惯于

自我中心，个性比较张扬，宽容、谦让、合作等品质有所欠缺，换位思考观念不强，有的学生甚至为了逃避

现实人际交往中遇到的困难和矛盾，选择沉溺于虚拟的网络世界。部分女大学生会不自觉地按照自身

条件，倾向于与同类型的同学交往，影响了交往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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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情境因素是构建和谐宿舍人际关系的重要保证
情境因素包括宿舍成员沟通频繁度、寝室长的威信、宿舍管理机制、宿舍活动组织等。由于宿舍缺

乏共同制定的管理机制，女大学生更易自我中心，不顾及她人感受。加之交流技巧缺乏，在宿舍人际关

系发生矛盾冲突时往往不知如何解决，容易顺其自然，任其发展，这样就容易产生一些误会，致使矛盾不

断积压。通过调查，２７％的女大学生宿舍很少开展集体活动，大多数女大学生宿舍开展的活动单一，仅
仅限于吃饭、ｋ歌，没有建立起“家庭式”心灵成长互助体系，没有真正营造出同伴互助，互动共进，共同
提升的共生环境。

３．３　系统过程是增进宿舍人际关系的有效补充措施
系统过程是学校有目的地影响学生人际关系的特定方法和手段，如构建学生自我认知系统、同伴互

助系统、学校支持系统等。由于高校普遍缺乏关于人际交往方面的教育，从而使得学生对人际关系的重

视程度不够，加之校园生活环境单一，造成学生缺乏基本的人际交往经验。另一方面，在平时的宿舍管

理中，学校主要偏重于对学生宿舍里发生的一些违规违纪事件的处理，而对于学生宿舍发生的内部矛盾

问题重视不够，当出现宿舍人际关系问题时主要由学生自己来协调和解决，这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宿舍

内的人际关系问题。

４　构建宿舍和谐人际关系的对策
４．１　学生个人应理性认知，加强自我调适

一是克服消极的心理品质。学生个人需改变不合理的认知，扩展思路，加强个人修养，提高自己的

道德情操，理解包容彼此的不足。敏感、猜疑、自卑、妒忌往往是心灵闭锁者人为设置的心理屏障，只有

敞开心扉，与被猜疑者推心置腹地交谈，增加心灵的透明度，才能增强彼此之间的了解沟通，增加信任

感，消除隔阂，排释误会。

二是遵循正确的交往原则。女大学生应遵守宽容、尊重、真诚、互助、适度的交往原则［４］。只有把

握好交往原则，才能在交往中产生良好的心理反应，引发积极交往的行为。首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

应建立在真诚与尊重的基础上，只有尊重他人，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只有真诚地对待他人，才能获得他

人的真诚相待。其次，应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应当铭记室友对自己的帮助，在室友需要帮助的时候义无

返顾地伸出援助之手。另外，在交往中应学会宽以待人，并把握适度的原则。

三是把握语言与非语言沟通艺术。宿舍成员应学会用简炼、清晰、生动的语言准确表达自己的思

想，养成礼貌用语的习惯，学会赞美，学会共情。同时要把握非语言沟通方式，学会有效倾听，粉饰自己

的礼仪之屋，注意手势、表情、眼神、习惯动作等非语言表达，把握好人际沟通的距离，学会用微笑来软化

室友的内心。

四是主动参与沟通交流。寝室成员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奋斗目标和职业规划，课余时间有很多自己

的事情需要处理，但也不能忽略自己与室友间的交流。在寝室长的组织下，定期参加寝室集体活动，在

娱乐放松的同时，了解大家的心理动向，化解宿舍存在的某些矛盾，通过深入的聊天促进彼此间的感情，

构建和谐友爱的宿舍环境。

４．２　宿舍应健全管理机制，引领和谐寝室文化建设
一是制定切实可行的宿舍管理制度。寝室是宿舍成员相处四年的一个“家”，寝室应在成员充分商

讨的情况下制定符合寝室情况的宿舍制度，如《宿舍学生管理制度》《卫生值班制度》《座谈会制度》《寝

室安全制度》等，阐明共同遵守的原则，处理摩擦的方式，宿舍管理制度的实施可以培养学生的集体意

识，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营造和谐的宿舍人际关系。

二是加强人文关怀，构建“幸福家园”。宿舍可以定期举办会餐、唱歌、踏青郊游、我爱我家等系列

主题活动，创设开放、信任、接纳、安全的宿舍氛围，成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生活上互相帮扶，学

习上互相激励，放松身心，凝聚团队，增强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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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建立相互指导、合作交流的支持系统。针对疑惑，以问题为中心，通过群策群力解决问题。或

是请辅导员、蹲点党员进行“顾问式”指导，开拓思维。

四是开展“书香心苑”系列读书活动。宿舍可以根据成员的心理需求，定期开展读书活动，如《心灵

救护箱》《卡耐基沟通与人际关系》等，并交流读后感，使学生自我领悟、促进心理素质的提升，用团队的

积极力量相互影响，不断成长。

４．３　学校方面应优化育人环境，提升学生社交商
一是组织开展以女大学生宿舍为单位的校园文化活动。如“宿舍微电影大赛”“最美宿舍照片征

集”“我的宿舍我的家”等系列评比活动，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人翁精神，有目的地增强女大学

生的宿舍凝聚力和归属感，建立和谐友爱的宿舍文化氛围。

二是辅导员、班主任应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加强引导。辅导员、班主任应加强与女学生的沟通与交

流，畅通了信息反馈渠道。一旦发现女生宿舍人际关系不佳，就应当立即干预，尽早解决，当发现情节严

重的情况就要建立档案，长期跟踪辅导。其次通过系会、班会反复讲，寝室座谈会深入讲，优秀寝室示范

讲等形式让学生认识到和谐宿舍氛围的重要性，指导学生以理解、包容、共情、互助的方式处理彼此的

问题。

三是开设人际关系选修课，提升大学生社交商。学校可以开设人际交往课程，指导学生正确地认知

自我和他人，从知己与知彼、印象与印象管理、态度及态度转变、正确归因、语言及非语言表达、情绪管理

等专题对学生进行培训，指导学生掌握人际交往技能，改变不合理的认知，学会合理归因。

四是建设宿舍区心灵加油站，开展心理咨询进宿舍活动。学校可以定期组织人际交往专题团体辅

导，引导学生进行心理调适，如萨提亚模式的团体心理辅导就是一种提高学生自尊、改善人际关系的高

效率的方法。通过个体心理疏导，避免产生绝对化、糟糕至极、过度概括化等不合理信念，帮助学生克服

交往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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