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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宿舍这个新的视角，对大学生 “宿舍文化”做出一个相对全面和客观的剖析，就其重要意 

义做一探究，从中发掘其在高校德育中的重要作用，以期引起德育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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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mitory——The“New Continent’’for M oral Education on the University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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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hies Institute，Xuzhou Engineering College，Xuzhou 221008，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makes an over—all and objective analysis ofthe college students’“dormitory culture’’and its 

significance as well IIIl a new an e of the dormitory in order to tap its important function in moral education SO that the 

moral educationists w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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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笔者将宿舍比作是高校德育的 “新大陆”，这是因为： 
一 方面，住校大学生在大学生人数中占了绝大多数。宿舍 

文化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其对于德育的巨大作用也一直 

如影随形；另一方面，这一块孕育丰富德育资源的 “矿藏 

宝地”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 目前来看， 

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具体实践探索，与高校其它德育手段 

相比都显得相对薄弱和滞后，亟待充分重视和开发。翻开 

有关高校学生的负面报道档案，我们会发现，相当数量的 

事件发生在宿舍中：小到日常的口角冲突，打架斗殴，大 

到自杀、他杀等恶性事故，教训屡屡发生，其数目之庞大， 

种类之繁多，令人触 目惊心。众所周知，曾引起全国震动 

的 “马加爵事件”，正是发生在大学生宿舍里。从另一个角 

度看，许多积极的事例，也和宿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笔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优秀学生往往 “扎堆” 出现 ，这 
一 现象无不与宿舍文化的熏染息息相关。 

二、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宿舍文化的形成 

及变迁 

大学，是一个大熔炉。来 自不同地域 ，具有不同文化 

背景、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性格特征的千千万万大学生， 

汇聚在这里产生交集，构成 “大学生”这个社会群体性概 

念。而宿舍，则是由数位学生构成的最基本的单元。每天， 

他们从这里进进出出，开启了自己的大学生涯；在这里开 

始认识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并在这里度过短暂而漫长的 

大学时光。同时，在长期的朝夕相处中，个体意识与集体 

意识相互作用 ，于是每个宿舍就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氛 

围和人文特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宿舍文化。具体来说， 

宿舍内各成员关系是紧张还是友善，宿舍内部有没有 “小 

团体”，有没有一个公认的 “大哥大”或者 “大姐大”式 

的领导者，各个成员的联系是紧密还是疏远等等，都是宿 

舍文化的构成。目前 ，很难给 “宿舍文化”下一个确切的 

定义。概括地说，宿舍文化就是宿舍这个 “小社会”的文 

化，它是大学生特定群体在特定环境中创造的以宿舍为主 

要空间的物质和精神的氛围。它渗透于宿舍的一切活动中， 

是宿舍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体现，是一个宿舍 

的软环境。宿舍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润物元 

声的。 

宿舍文化是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缩影，它随着时代的 

变迁而变迁。20世纪 8O年代初期，笔者就读于高校时期， 

高校宿舍一般是8一l0人，室内条件简陋，电器无非是电 

灯和手电筒，这是那个时代经典宿舍面貌的写照。同时， 

同一个宿舍的成员都是来 自于临近地方 ，地区文化差异不 

大，交流十分频繁。同一宿舍里，大家基本同步作息，团 

结友爱，集体认同极强，不少舍友至今感情一直很好。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高校后勤管 

理也向社会化管理方向发展。与以前相 比，现代意义上大 

学的宿舍其内涵丰富：管理公寓化，设备豪华化及功能多 

元化。而这一切，都给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使开展带来 

诸多影响，许多不确定因素也随着时代变迁而悄悄地萌发。 

目前，在校大学生多为9o后独生子女。他们个性张扬，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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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识强，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带有明显的 “新新人 

类”特征。这使得高校德育面临新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 

改革创新的机遇。新形势下，高校德育的内容和形式也应 

当与时俱进，而认识到宿舍文化的新特征及其德育作用， 

是当前摆在高校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三、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一 宿舍德育的巨大优势 

(一)巨大的时间优势 

宿舍，顾名思义，是学生休息的地方。然而，对于大 

学生而言，宿舍的身份，远远不止这些：休息场所、交际 

场所、休闲娱乐场所，有时也是学习场所⋯⋯宿舍是大学 

生的第一社会、第二家庭和第三课堂。【1 大多数情况下，学 

生一天中最长的时光是在宿舍中度过的。根据问卷调查结 

果发现，即使在复习相对紧张的期末考试阶段，学生平均 

每天仍有8小时左右在宿舍中，在其他时间，则达到了 

10—13个小时。由此不难看出，学生在宿舍里度过了大量 

时光，这是其他场所难以相提并论的。聚沙成塔，集腋成 

裘，宿舍文化在日积月累的光阴沉淀中，使得积极因素和 

消极因素一道，在宿舍中长期地、频繁地发挥其作用。宿 

舍，作为大学生的栖息地，是最能展现大学生生活原貌的 

地方，它每天倾听着大学生诉说家国天下；宿舍，作为大 

学生的情感驿站，它承载着元数大学生的理想和青春，见 

证着大学生的不断成长。【2 

(二)无形的教育作用 

宿舍不仅是学生休息和生活的场所，更是品德养成的 

地方。宿舍文化的育人功能是一种耳目濡染潜移默化的过 

程 ，古语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 自芳；与恶 

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宿舍文化就是以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学生的思想。 著名主持人 

蔡康永在其著作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中提到：“乡间老 

农的一句话，常常比庙堂之上大人物一百分钟的演讲动人， 

因为老农那一句话里面的生命含量很高，能够打动我们。” 

这句话对于德育工作者来说同样具有巨大的启发——教师 

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讲台作一场 “助人为乐”的报告，或 

许其教育作用也不及在宿舍中舍友帮忙打一壶开水更有感 

染力。生活是最好的老师，这一点早已为广大德育工作者 

所认同。生活，也同样是德育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德育 

的效果，将会影响高校学生的一生。而宿舍，正是学生的 

主要生活场所，同一宿舍、不同宿舍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 

动持久而频繁，其无形的相互影响和教育作用不仅是持久 

的，而且是十分巨大的。 

(三)微妙的群体效应 

苏联红军在二战结束后，曾经总结出一句经典的语言： 

“英雄往往是集体出现的。”笔者在班主任工作经历中，也 

有类似的感触——往往一个宿舍里面，成绩突出的学生往 

往不止一个，而在综合成绩测评结果出来后，整个宿舍成 

员全部获得奖学金或者 “集中挂科”的现象都是很普遍的。 

这种群体效应显然并非偶然，其早已引起教育界的重视， 

但目前来看，发挥宿舍的积极集体效应还是较少被提及研 

究。笔者曾经关注过一个叫做 《特色宿舍是如何练成的》 

的视频，复旦大学某宿舍的几名大学生，性格迥异，各自 

专业也不同，却都是各自领域极其拔尖的学生。这一现象 

的出现并非偶然，这与他们宿舍成员勤学善思和积极创新 

的精神氛围密切相关。同时，不同宿舍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也在各自宿舍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更为微妙和复杂的群体 

关系。通过走访，笔者发现，一个相对活跃的宿舍，其宿 

舍成员往往也和临近宿舍成员有着密切往来，形成一个范 

围更为广泛的宿舍氛围，而本身比较安静的宿舍，则和临 

近宿舍沟通较少。在性别上，男生宿舍之间往往交流频繁， 

整体性较强，而女生宿舍之间则较少发生接触，甚至同一 

宿舍内的成员，也有分成几个单独的小团体，相互之间保 

持距离，也偶有宿舍成员被孤立的现象发生。这些现象。 

和大学生性别特征基本保持一致。 

(四)难得的教育机遇 

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看，大学阶段在人的一生 

中都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大学阶段是全新生活的开 

始，也是大学生人生中世界观、人生观形成 的关键 时期。 

初人大学的学生，一方面已经有了比较强的自我意识和初 

步的成熟；另一方面，进入新的环境，面临新的生活，一 

系列的变革和挑战也使得大学新生有着极强的可塑性。在 

当前，相当一部分学生是第一次离开家庭，开始自理的生 

活。宿舍是大学生相对自由的空间，是大学生交流思想， 

沟通感情的重要场所，是大家的 “家”。大家共同生活在一 

起，舍友就是 “家人”。大家要认同 “家”这个概念，要明 

白家人间互相关爱，懂得谦让，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照顾 

别人的感受，了解群居生活的特点，学会与他人和睦相 

处。 由此不难看出，宿舍是大学生走向社会的 “前站”， 

宿舍文化是大学生思想道德发生成长和变革的重要节点， 

作为德育工作者，我们不但要看到这一点，还应针对性地 

开展有效的德育工作，促进大学生尽快开始实现从 “学校 

人”到 “社会人”的转变。 

四、资源丰富。充分开发——构建积极向上的 

宿舍文化 

宿舍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宿舍文化 

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德育的重要载体。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如欲防止一块土地上杂草丛生，最好 

的办法就是在上面种植庄稼。”同样地，为了让高校德育不 

出现失误和偏差 ，我们就应当积极主动地去干预和引导宿 

舍文化的发展和优化，积极构建健康向上的宿舍文化，从 

而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一路引航。我们有理由相信，将会 

有更多的目光放在宿舍这一块德育的 “新大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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