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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宿舍是大学生生活、活动和学习的重要场所之一，优化高校宿舍文化建设对培养时代新人具有重要

价值。本文从宿舍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宿舍文化的价值意蕴、如何完善学生宿舍协同育人框架的

构建等方面开展探索，以此推动高校学生宿舍文化建设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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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dormitorie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places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live, engage in activities, 
and study. Optim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ormitory culture in universities is of significant value for 
cultivat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tim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dormi-
tory cultur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analyz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dormitory culture con-
struction, exploring the value connotations of dormitory culture, and investigating how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framework for student dormitories. These efforts aim to 
promote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ormitory culture in university student resid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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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

育，促进教育公平”[1]。高校是落实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主体，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主阵地。

高校宿舍是大学生生活、活动和学习的重要场所之一，融合思想引领、行为规范、情感交融和价值塑造

的育人体系，是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高校宿舍的核心功能在于可通过隐性教育实现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因此，优化高校宿舍文化建设不仅对培养时代新人具有重要价值，也是高校

探索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一条有效路径。 
新时代、新征程，把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如何建设好具有特色的高校宿舍文化

逐渐成为引导好新时期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课题[2]。在高校宿舍文化建设中，学校、任课教师、辅导

员、班主任、宿管、楼层长、学生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如何形成统筹、齐心协力协作，要充分认识到学生

宿舍教育管理的重要性，恰恰是宿舍管理建设考虑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地方高校，生源存在文化认同

差异，在宿舍文化建设中，需注重地域文化传承与学生群体特征的有机融合，融入地方文化特色，形成

具有校本特色的文化育人模式。此外，充分利用好校园大数据平台、校园文化场馆、相关的制度保障、

宿舍区校园文化宣传栏、实践活动、优秀文化、榜样示范等相关资源，整合形成多方的教育合力，有机

的融合校情、校史、学情的实际情况和地方资源特色，是新时代地方高校宿舍文化建设的挑战，是理论

与实践的创新发展中不断探索宿舍文化建设的有效路径之一。本文从宿舍文化的价值意蕴、宿舍文化建

设存在的问题分析、如何推进学生宿舍协同育人平台的建设、探讨地方高校宿舍文化建设的策略等方面

开展探索，努力寻求应对之策。 

2. 宿舍文化建设中存在问题 

2.1. 部分学生依赖电子产品，“虚拟与现实”辨别不佳，自我约束力不强 

随着自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的兴起和交流软件的完善，5G 网络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

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的一部分，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日渐加深。网上直播、网络游戏、论坛、拍短视频、

追剧、打赏、效仿“网红”、视频交流、漂流瓶、表白墙、QQ 说说、微信说说、微博等等方式，依赖电

子产品进行交流，成为部分学生群体的一种交流方式。随之而来的网络文化对宿舍文化建设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一些“网络泛娱乐化”的网络价值观，正在改变着大学生在宿舍的生活模式、思想观念，对校园

学风建设有一定的影响。部分学生沉溺于刷视频、过于关注娱乐化，“虚拟与现实”自我辨识度不佳，加

上自我的约束力不强，影响了同学、自身的休息和学习，危害了学生自身的身心健康，进而出现厌学情

绪，学习成绩不理想，导致被留级或退学。此外，过度依赖电子产品，缺乏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容易出

现人际关系障碍、缺乏自信、性格偏激，随着时间的推移，宿舍内部的矛盾无形中埋下了安全隐患[2]。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573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坤祐，韦正 
 

 

DOI: 10.12677/ae.2025.155734 152 教育进展 
 

2.2. 凝聚力不足，缺乏大局观、团结意识 

时下在校生大多是“05”年左右出生的，独生子女或城镇化进程中的留守乡村子女居多，受到生长

环境的影响较大，在家庭中受到关爱过多或者过少，加上来自不同地方的生活习俗的差异，往往存在性

格难以磨合，对待事情持有较大且差异化的态度，再加上部分学生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主导，随之而来

的隐患有：个人的团队意识、集体意识较为淡薄。此外，部分宿舍打扫卫生、整理房间责任心不强，出现

推诿现象，很多情况只是为了应付检查，尤其在高年级男生寝室最为普遍。部分宿舍成员关系紧张，缺

乏面对面的有效沟通，掌控自我情绪主动性不强，甚至出现一些过激行为，导致宿舍内部凝聚力不足、

宿舍成员间缺乏团结，造成宿舍成员关系紧张。长期缺乏有效交流沟通，容易诱发心理问题，如焦虑、

偏执、轻微抑郁等亚健康病症。宿舍环境氛围，切实且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以及身心健

康，也影响育人效果。 

2.3. 宿舍文化建设氛围不足，文化内涵浅表化，舍员间缺乏有效沟通 

宿舍的文化建设氛围不足，仅把宿舍当成休息、娱乐的场所，未深挖内在价值。宿舍是大部分学生

之间交流思想、沟通信息、讨论问题的地方，正确的价值引导尤为重要。随着智能手机发展，部分舍员

之间开展联网游戏替代了讨论学习、研究学业，部分舍员开展视频聊天、直播、追剧等，学风建设问题

淡出了宿舍的议题，帮扶指导学业变成了结对相约网络游戏。此外，如明星、美食、游戏、追剧、运动等

话题成为学生宿舍卧谈的焦点，日常的“人际交往”也成了“卧谈会”的主题，讨论中容易出现一些语言

庸俗、观点不当、词汇不雅的现象，一些言语表达与大学生身份不符合。 
另外，受一些网络亚文化(如“躺平”、“摆烂”的现象)的影响，部分学生出现集体荣誉感缺失、人

际交往功利化倾向，宿舍内文艺活动未结合专业特色开展相关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宿舍文化建设，

不利于大学生良好精神风貌的形成。此外，宿舍文化活动同质化严重，多数仍依赖传统卫生评比、安全

宣讲等活动，缺乏“一院一品”特色项目，难以激发学生共鸣；线上文化活动开发不足，未能有效对接时

下学生偏好的短视频、虚拟社交的特征。 
舍员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是难以形成一个环境高雅、和睦友爱、拼搏进取的宿舍文化氛围的重要因素。 

2.4. 宿舍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服务供给滞后化 

目前，在开展宿舍管理队伍的业务素养培训重视不够，且参与宿舍管理中认识不足。在平时的管理

中，更多地关注宿舍的卫生、纪律、安全等，但未关注到宿舍文化的内在意蕴和育人功能，同时学生自

我的认识局限，学生内在的驱动力未被调动，参与宿舍文化活动不高。导致在宿舍文化建设中，被动地

推进工作，学生、管理者容易出现敷衍了事的情况，对提升宿舍文化育人有一定的困难。同时，学生容

易忽略一些宿舍管理规章制度，如宿舍晚点名制度、学生公寓住宿管理规定、辅导猫健康打卡制度等相

关管理规定。虽然这些规定文件作出了明确的要求，但仍有个别学生夜不归宿、晚归，个别宿舍内务卫

生较差等现象，可见宿舍文化建设还有待抓实抓细。 
因经费限制，地方高校中普遍存在宿舍楼栋老化、公共活动空间不足、智能化设备覆盖率低等问题，

难以满足学生多元化需求，如自习室、共享厨房、健身区等。此外，宿舍矛盾调解依赖辅导员、班主任个

案处理，缺乏及时常态化心理干预机制；朋辈互助平台建设相对滞后，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早期发现与疏

导能力还有待加强。 

3. 宿舍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 

宿舍是大学生开展学习、锻炼能力最基础的学生组织，是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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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载体，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的“坚持八个‘相统一’要求”[3]，其坚持显性教育与

隐性教育相统一便是要求之一，宿舍文化生活既是高校文化建设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坚持显

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的基础。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不同生活习惯的学生，因共同的理想而来

到同一所学校，并且成为同一宿舍一员，彼此间因共同的理想、追求、兴趣爱好而互相沟通交流，思想

行为方式相互影响着，一些价值观也互相影响着。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阵地，宿舍作为生活的主要场

域之一，那么探索深挖宿舍文化建设，既是做好学校育人工作，也是开展宿舍育人的内在价值意蕴。 

3.1. 坚定理想信念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广大青年学生学习的前提和思想基础。大学生活阶段是广大青年学生理想信念、

道德观念、道德行为稳定的黄金时期，“育人先育德，育德先育魂”，那么在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正确的

思想引导是极其重要。“生活教育是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

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都含有教育的意义”[4]。理想来源于现实生活，根植人的内心世界，指

引人的前进方向。一方面，现实生活的环境、经历和体会是理想的来源，另一方面，理想信念也会促进

和推动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和奋斗。宿舍是学生生活的主要场所，是课堂教育的延伸、补充和深化，也是

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地，学生作为居住主体对宿舍环境有着直接的体验和深刻的感受，营

造良好的宿舍文化建设，不仅是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基础，也是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的重要促进因

素。因此，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标准，努力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坚定理想信念“主心骨”，

当好新时代“答卷人”，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5]。 

3.2. 培育健康人格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6]。宿舍是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基础，良好的宿舍环境是大

学生成长成才的前提，也是托付起时代梦想的基础。精神世界的丰盈和延伸，需要丰富的内容和养料，

恩格斯指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

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考察的”[7]。爱家、爱校和爱舍是一致的，宿舍文化内容与学生发展是

相互关联的，通过打造优质的宿舍文化内容供给，如积极向上、信念坚定的价值内涵，温馨友爱、学习

浓厚、积极创新、讲道德讲文明的宿舍氛围，干净整洁的宿舍环境，乐观向上，自律自立的宿舍生活习

惯等内容供给从而进一步实现增强广大青年学生的道德素养，自我修养的能力。培育健康的人格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在成长和学习生活当中进行长期的影响和熏陶，宿舍是集体性生活组织，经过有纪

律、有组织的生活，有助于培育学生健康人格的养成，同时通过营造良好的宿舍文化建设，潜移默化地

增进健康人格。 

3.3. 增强责任意识 

作为高校组成最基本的单位，学生宿舍的良好构建将推动高校的高质量发展，学生宿舍管理事关学

生的成长成才和学校教育质量体系的成效。通过遵守校规校纪、舍规舍纪的养成，对学生个人的教育认

识更加深刻，引导学生正确履行社会责任。将知识的品德与养成放在首位，通过完善和优化宿舍制度，

形成宿舍制度文化，使之成为学生自觉的行为习惯，达到教育、管理、服务和成长齐发展的良好格局，

进一步滋养学生文化底色，增强学生个人的责任意识。 

3.4. 践行自我教育 

通过各类集体性主题活动，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贯穿于宿舍自我教育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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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中，融入日常生活行为习惯的全过程，发挥自我教育调节思想行为作用，推动自我教育，自我管

理建设。充分利用集体活动与个人参与活动的有效载体，如宿舍文化节、宿舍大扫除、宿舍茶话会等重

要组织活动与娱乐活动，增强个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主动感、参与感和获得感，增强学生个人对集

体组织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幸福感。通过开展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宿舍文化活动，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行为

意识、健康意识、文明意识，有利于学校形成有活力、有奋斗力、有友爱力、有亲和力的校园氛围。在课

外实践活动中，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合作，加强宿舍文化内容供给，丰富宿舍文化实践活动建设，以

良好的宿舍风尚涵养自我教育，以广泛开展的宿舍文化活动激励自我教育[8]。 

4. 完善学生宿舍协同育人框架的构建 

4.1. 党建进公寓，思想价值主流引领 

学院始终注重党建阵地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落实立德树人，以学生党员为主、教师党员为辅，以宿舍阵地建设为依托，师生育人队伍走进学生宿

舍，走近学生，加强互动，推进育人成效。从学生党支部方面，为充分发挥学生党员榜样作用，强化党支

部堡垒作用，开展了党员宿舍挂牌、党员进宿舍、党支部进社区等活动，从朋辈角度关注学生的成长发

展和行为规范养成的指导。从教师队伍方面，由辅导员、班主任、教师党员组成的育人团队联系学生宿

舍，不定期深入学生宿舍，关注和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习生活、心理发展、人际关系等，做好学生健

康成长的知心朋友、指导者和引路人。 

4.2. 借助学校平台运作，推进党员宿舍、标兵宿舍的建设 

依托校园大数据平台，借助学校辅导猫学生管理系统以及保卫处的人脸识别门禁系统，通过信息化

准确收集信息和反馈学生信息，为学生行为规范形成做精准引导，以此提升宿舍管理工作的效能。在信

息化的基础上，推进“党员宿舍”建设、“标兵宿舍”评比，通过平台搭建，提升学生参与度、活跃度和

积极度，努力建设“生活学习、思想教育、品德修养和文化传承”于一体的宿舍文化氛围。以宿舍荣誉为

正向指引，凝练学院宿舍文化品牌，推动学生宿舍良性发展。 

4.3. 制度化引领，正向引导文明养成 

推进《河池学院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宿舍文化节内务卫生评分考评办法》《河池学院晚点名制度》

《河池学院学生公寓住宿管理规定(修改)》《河池学院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标兵宿舍”、“标兵宿舍长”

的评选办法(试行)》《河池学院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关于开展宿舍文化节的通知》等制度建设，不断规范

管理，完善宿舍文明荣誉正向指引体系。目前推进的“标兵宿舍”“党员宿舍”“宿舍文化节”等工作，

在不断地强化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提升学生参与度和活跃度，引导学生自觉养成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

以达到学生宿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育人目标。 

4.4. 创新性、过程浸润式开展宿舍文化节系列活动，调动舍员的参与度 

为营造浓厚宿舍文化氛围，提高学生参与度和活跃度，紧扣时代主题，开展宿舍文化节，通过文化

活动开展发挥思想价值引领的作用，不断强化宿舍文明行为，鼓励同学们走出宿舍，积极参与爱国卫生

运动，以丰富大学生的校园文化，展现青年大学生青春风采。宿舍文化节，主要开展几个篇章的活动：

(1) 卫生篇：小宿舍大卫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检查；(2) 文艺篇：丰富校园文化，秀出宿舍风采、唱响

青春活力，包含宿舍为单位的唱歌比赛、绘画、摄影、书法等；(3) 运动篇：拔河比赛、气排球比赛；(4) 
公寓文化长廊主题活动，把优良传统与新时代要求充分结合，打造为公寓厚重清新的文化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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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管教师组织学生推进清洁校园活动，号召学生结合地方特色、专业特点，在宿舍楼栋的楼道处，

进行名人肖像、名言名句的文化氛围装饰，在宿舍区的宣传栏定期开展相关知识的宣传，在该过程中，

有效的组织学生一同进行设计，调动学生的参与度。充分利用楼栋间的自习室，每周推进相关政治理论、

人际交往、就业规划等相关书籍，以便于学生阅读学习，营造学习的氛围。此外，定期组织开展宿管教

师、辅导员、舍长、楼层长的知识培训讲座及素养培训，提升宿舍的文化氛围，共同营造一个和谐温馨

的生活环境。 

4.5. 注重细节、给予尊重，提高宿舍服务管理人员素质 

参与高校宿舍服务管理人员主要有学校管理人员、宿管后勤人员、辅导员、班主任、宿管保安、水

电维修员、物业管理员等，在学生宿舍文化建设中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他们是在一线与学生面对面沟

通交流，能及时发现问题及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宿舍服务管理人员的基本素养和技能，显得尤为重要。

定期开展文化素质学习培训，提升综合素质，筑牢政治立场，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此外，转换观念，

把工作中以管理的角度转化为学生服务的角度开展工作，努力做好宿舍文化建设创新的推动者和践行者。 
在宿舍管理中，学生是服务的对象，要弱化对学生简单宿舍的管理方式，更多的关注学生宿舍生活

中遇到的困难，给予解决、帮扶，营造一个和谐温馨的大家庭。目前，积极开展“一站式”服务搬进宿

舍，成为了学生热议的话题，接下来将推进“全员力量进公寓、五育并举进公寓、思政教育进公寓、管理

服务进公寓”的系列措施，围绕着如何做好学生的“衣食住行学”的相关服务，做好高校宿舍文化建设

的创新策略，营造一个和谐的生活场所，从育人的角度做好服务管理。  

5. 结论 

宿舍文化是思政教育、学风建设、人格塑造的隐形载体，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高校宿

舍文化，更是使高校育人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宿舍文化的建设需要全校师生员工共同的努力，携手

推进，让学生在创新、和谐、文明的环境中成长和学习，培养当代大学生良好学习、生活习惯，共创文化

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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