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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生入校后，处于生活方式转变的过渡阶段，容易出现心理困惑和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大学宿舍以集

体生活为主，建立温馨和谐的宿舍氛围，化解学生的心理危机，是高校辅导员工作的重中之重。文章以

大学新生发生宿舍矛盾为案例背景，从案例经过、产生原因进行定性分析，提出解决方法及措施，并总

结出经验与启示，旨在为高校辅导员面对相似案例提供借鉴和参考，帮助新生更快地适应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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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entering school, freshmen are in the transition stage of life style change, which is prone to 
psychological confusion and interpersonal tension. College dormitories are based on collective 
life. It is the top priority of college counselors’ work to establish a warm and harmonious dormi-
tory atmosphere and resolv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risis. This paper takes dormitory conflicts 
among college freshmen as the case background, make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from the cas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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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auses, puts forward solutions and measures, and summarizes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llege counselors facing similar cases and help freshmen adapt to 
campus environment more quic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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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生入校后处于高中阶段家庭主导生活学习向大学阶段自我主导生活学习转变的过渡阶段，容易出

现心理困惑和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1]。面对新的环境，新的同学，心理难免有戒备之心。大学宿舍以集

体生活为主，宿舍是学生活动的主要场所，如何尽快地帮助大学新生适应新环境，建立温馨和谐地宿舍

氛围，及时发现并解决宿舍矛盾，是高校辅导员工作的重中之重[2]。 

2. 案例简介及原因分析 

2.1. 案例简介 

学生 A 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父母有正式工作，平时表现较为活跃，积极参与学校各类活动，与宿舍

整体关系较好。学生 B 家庭经济情况一般，父母以务农为主，性格较为内向，日常与舍友交流较少，自

尊心比较强。学生 A 与学生 B 在宿舍里结识最早，同属于一个地方，为老乡关系，在宿舍中二人的关系

也较好。 
2023 年 09 月底，学生 A 给辅导员打电话说自己与学生 B 发生冲突，被舍友及时制止。辅导员赶到

现场，经过询问调查得知，当天为学生 A 的生日，学生 A 与舍友在桌子上吃当天购买的食物，没有邀请

学生 B 参与其中。学生 B 在上床过程中，有意或者是无意，将拖鞋甩到学生 A 后背，学生 A 随后对学

生 B 进行辱骂并将拖鞋扔到外面，随后学生 B 便下床与学生 A 发生争执，宿舍同学及时将二人拉开。 

2.2. 原因分析 

原本关系比较好地两位同学突然产生矛盾，使人感到比较诧异，需要与当事人进行谈话，了解事件

始末。通过与两位同学沟通得知，学生 B 从学生 A 购买电脑后，两人就由于日常作息原因，互不说话，

自己平时与宿舍人员沟通也较少。发生争执当天，学生 A 带回吃的与宿舍人员一起享用，并未邀请自己，

自己感觉到被宿舍人员孤立，因此上床时略微带有故意的成分将鞋扔到学生 A 背上，随后发生争执。但

通过舍友集体反馈，学生 B 回宿舍后基本与宿舍人员不交流，我行我素，自尊心较强。 
案例中，大学生宿舍产生矛盾并不是个案，特别是在新生刚刚进入校园的阶段，彼此之间互不熟悉，

发生此类矛盾事件相对较多。由其是在高职院校工科类男生宿舍，由于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和自控力存

在差异，又缺乏沟通意识，非常容易因为一些小事就产生争执，从而大打出手，造成不良后果。因此，

对于此类案例需要对产生矛盾进行原因查找以及问题分析，帮助于大学新生建立一个和谐温馨的校园环

境和宿舍氛围[3]。通过对相似案例的研究分析，宿舍内产生矛盾主要由三个因素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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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因素。首先，从新生来源可知，当前，“00 后”正成为大学新生的主体，而“00 后”与“90
后”相比，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自我意识比较强烈，更多地追求独立和自我价值[4]。笔者在查寝过程

中发现，大多数学生在宿舍都沉迷于游戏、抖音等网络平台，随着网络的普及，加之学生自制力差，更

多地学生沉浸在自我的网络社区中，与现实中的同学交流较少。其次，这两位同学刚开学关系较好发展

到最后成为互不交流的陌生人，应该是有诱导因素。经过调查得知，在周末放假期间，学生 A 买了台电

脑，下课回宿舍后经常性的打游戏，且经常性地不关电脑声音。而学生 B 有午睡的习惯，下课回宿后需

要进行睡觉，两者在作息时间上产生了冲突，并且没有进行及时的沟通。随着时间慢慢积累，情绪不断

堆积，而两位同学缺乏面对面的沟通交流，直到因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成为矛盾的爆发点。最后，

由于大学新生刚刚步入成年，身心尚未成熟，遇事不能冷静思考，不能正确认识自我和接纳他人，从而

没能有效地处理好人际关系[5]。 
2) 家庭因素。通过与家长进行沟通得知两位同学皆为独生子，父母日常忙于工作，与孩子沟通教育

时间较少，缺乏对孩子人际关系的培养与教育，只有需要生活费了才进行电话联系。大学新生来校后存

在生活方面问题，由于与父母沟通较少，只能自身独自消化，最终导致两位学生矛盾的发生。同时，学

生 A 由爷爷奶奶代为照看，从小就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缺乏关怀他人的意识，不能顾及到他人

的感受，在玩游戏中没关掉游戏声音，从而影响到他人正常休息。因此，家庭层面也是影响学生人际交

往的重要因素，家庭教育对孩子为人处世至关重要，良好的家风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

和睦相处[6]。如果家长对孩子关心教育不足，容易使孩子在离开家长的照顾与指导下，产生人际交往危

机。 
3) 学校因素。学校在新生入学后一般进行安全、学校规章制度等方面主题班会教育培训，但是缺乏

相应的心理、人际关系处理方面的知识普及[7]。学生入学后如果存在人际交往方面问题后，身边的同学

相对陌生，又没能及时地向老师反馈，导致问题不断积累和扩大，最终导致宿舍矛盾爆发。同时，学校

都配有心理委员、宿舍长等心理联络员，目的就是通过这些学生及时发现存在心理问题，或者宿舍矛盾

的现象，并及时告知班长、班主任、辅导员，从源头上及时解决宿舍矛盾，化解学生心理危机。但在本

案例中，宿舍长(心理联络员)、心理委员等一些班委没能发挥应有职责，没有及时观察这两位学生的异常

行为。该宿舍长在前期两位同学有矛盾的过程中未能及时有效反馈此类情况，导致事件不断地恶性循环

发展，最终两位同学大打出手，产生恶劣的影响。 

3. 解决方法及措施 

3.1. 认真聆听诉说，了解事件原委 

对于同学之间产生矛盾，需要及时将当事人交到办公室进行沟通劝说，及时化解矛盾。除了聆听当

事人诉说，还需要从第三者角度了解情况，当事人的陈述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主观因素。需要从第三者角

度了解事情原委，还原事实真相，从而界定两位同学的责任，做到教育的目的。大学新生刚进入校园，

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大多数学生在学校和老师的正确引导下都能较快的适应新的学习、生活环境，而少

部分人由于个人性格特点或家庭原因，难以较快地融入到集体生活中来[8]。因此，需要对此类人群进行

谈心谈话，主动与其家庭进行沟通，了解学生性格特点，及时帮助新生更好地融入到新的校园环境中来。

通过多角度全方面了解事情发生原因、经过，避免当事人各执一词，难以分辨。 
作为一名辅导员需要具备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倾听和观察，当学生产生学习或生活问题时，需要认

真聆听学生诉说，了解学生内心想法，及时与学生沟通，获得学生信任。同时，在与学生沟通过程中，

有助于学生放松心态，及时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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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耐心引导劝解，及时解决矛盾 

了解事情经过、原委后，将两位同学叫到一起，互相诉说自己内心的想法以及对对方的看法，并指

出自己存在的问题和对方存在的问题，通过有效沟通后，及时化解双方矛盾。通过引导双方学会换位思

考，如果自己处于对方的角度会怎么做，通过角色的相互转化可以帮助两位同学了解双方内心的想法。

最后，通过沟通双方均表示自己的问题所在，由于学生 B 最先引起此次事件，因此，让学生 B 向学生 A
道歉。同时学生 A 在玩游戏过程中，也没能及时关掉游戏声音，从而影响他人的休息，对学生 A 进行了

批评教育，减少日常玩游戏的频率，把重心放在学习上。经过事件当事人的沟通和老师的调解，最终双

方就此达成谅解，保证以后会尊重对方，不会再有此类事件的发生。 
当学生发生矛盾时，情绪比较激动，再加之可能碍于面子，不轻易进行认错或者道歉。因此老师作

为学生矛盾双方沟通的桥梁，需要及时对其进行劝导，指出各自存在的问题和导致事件放生的本质，进

而消除双方误会。 

3.3. 主动联系家长，建立共管机制 

学生在校期间犯错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及时告知家长，家长作为学生的第一责任人，对学生负主要

责任与教育义务。事后，了解完情况后，辅导员与学生双方家长进行了及时地沟通。了解学生家庭情况，

从多方面分析问题的产生。通过与家长进行沟通，后期家长来校后，对各自孩子进行批评教育。同时接

受了学校调解，互相签署了谅解协议书，使此次事件告一段落。 
在处理相关类事件时，一定要第一时间主动联系家长，通过联系家长了解学生家庭情况、学生特点

等信息，编入学生信息库。定期将学生表现，获奖情况发入家长群中，实现学校激励、家长鞭策的共管

机制。同时将有关教育学生文件，如何激发学生人际交际能力等知识发入家长群中，通过为家长提供教

育信息，达到家庭教育学生的目的，实现家校联合管理机制，形成合力，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3.4. 强化班委职责，提高担当意识 

该宿舍有副班长、宿舍长(心理联络员)两位班干部，而在此次事件发生前期，两位班干部并没有及时

发现和汇报此类问题。明显班干部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发现问题没能及时告知班主任、辅导员，

从而导致事件的持续恶化。因此需要开展相应主题班委会，强调班委作用与职责，班委不光是按职务分

配的工作，班级、宿舍中出现的任何问题，作为班委有职责和责任进行解决或者向老师反馈。同时，针

对学生 B 不善于交际问题，尝试让其担任班干部锻炼自己能力，与该同学沟通后，自己也有意愿担任班

级生活委员，通过实际历练达到教育的目的。 
辅导员作为学生工作的主要责任人，一定要培养和选拔好得心应手的班干部，抓好班干部辅助工作，

可以极大提升工作效率。 

3.5. 制定宿舍制度，开展心理培训 

引导学生制定宿舍“公约”，根据宿舍具体问题制定本宿舍公约，并得到全体舍友的一致认可，制

定完宿舍公约后，每位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同时，要求宿舍每周开展“宿舍真心话”沙龙活动，每位舍

友都必须在活动上发言，可以说自己最近产生的问题或者指出别人存在的问题，大家一致商量沟通解决，

从而形成良好、温馨向上的宿舍氛围。积极开展团辅活动、心理主题班会，引导学生形成积极乐观心态，

敞开心扉，从自我世界走出来，主动面对并解决问题。通过与班干部进行沟通，计划近期做一次心理团

辅互动，通过心理团辅活动来缓解同学们入学之初的心理焦虑现象，使新生更快地融入到新的学习生活

环境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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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班委心理健康知识相关培训，增强班干部心理健康知识素养，引导学生干部们通过积极耐心的

倾听、支持鼓励等方式帮助有心理困扰的同学。提高大学学生干部对心理健康知识的了解，加强对班级

学生的管理。使学生干部对自身的心理健康有了一定的认识，也明白了今后该如何做好一名学生干部，

要真真正正地为同学们着想，关注同学们的心理健康，做同学们的“心灵驿站”。同时，在新生入学之

初，至少做一次心理团辅活动，通过心理团辅活动，加强互相交流的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提升学生的

心理健康水平，提高对生活的热爱，提升班集体凝聚力，促进同学之间更快地相互熟悉。 

4. 化解宿舍矛盾路径探究 

高校中宿舍同学之间产生矛盾冲突并不是个例，宿舍作为生活的主要场所，在辅导员的管理视野之

外，舍友之间难免会因一点小事而大打出手。特别是在新生入学之初，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同学，会产生

戒备心理。为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做好预防工作，解决思路需要从以下几点着手。 

4.1. 紧抓思想建设引领 

大学新生刚进入校园处于一个陌生的环境，辅导员应该及时对新生开展入学教育工作，及时开展安

全教育、校园介绍、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主题班会，帮助新生熟悉校园环境和班级同学，使其尽快融入

新的生活环境中。对学生基本信息作以详细了解，多进入学生宿舍，常态化与学生谈心谈话，尊重学生，

让学生感受到人文关怀，获到学生的信任。 

4.2. 形成事件反馈制度 

新生入学后及时组建班干部队伍，定期进行班干部培训，划分好班委职责与义务。以心理委员为牵

头，组建心理联络员队伍，及时反馈班内学生心理状况和同学之间是否有矛盾。抓好宿舍长工作，组建

社长群，对宿舍发生危机事件，及时向班主任、辅导员反馈。将宿舍管理形成金字塔模式，逐级管理和

汇报，以点覆面，实时掌握学生心理动态和宿舍情况。形成出现危机事件，及时汇报，第一时间到达现

场，早发现、早处理，将危机化解在源头之中。 

4.3. 建立家校共管机制 

在新生报到入学当天，登记统计好新生信息台账，留存好家长相关信息，并建立家长群，以备后续

联系沟通。将学生日常表现及时发放到家长群里，实现学校激励、家长鞭策的共管机制。定期与家长进

行联系沟通，多方面了解学生情况，掌握学生家庭信息，做好针对性教育工作。同时将学生日常表现发

到家长群中，让家长实时了解学生动态，达到家长知情，辅助教育学生的目的，逐步形成工作合力，促

进学生成长成才。 

4.4. 开展心理健康培训 

新生进入新的校园环境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心理焦虑现象，在新生入学之初，做好相关心理健康教

育培训。对班干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主题培训，提升心理健康知识素养，提高对心理健康知识的了解，

加强对班级学生的管理。做到“三个一”，完成一次心理测评、开展一次心理团辅、组织一次班级团建

活动，加强学生之间互相交流，提升班集体凝聚力。 

5. 结语 

大学新生在入学后面临适应大学生活和人际交往等问题，往往会产生情绪波动，重则出现心理危机。

作为一名高校辅导员在大学生管理工作中，一定要在入学之初，及时了解学生基本情况，日常细心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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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动态，利用单独谈话、进寝交流、班委汇报等方式时刻动态掌握学生在校情况。随着学情的不断变

化，现阶段学生自我意识不断增强，注重追求个性。高校辅导员需要根据学生特点进行相应的调整，自

主学习思政教育相关知识，不断提升自己综合能力，及时解决目前学生存在的问题，切实帮助学生成长、

成才，以科学有效的方法做好学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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