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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案例聚焦敏感学生小 A因宿舍矛盾引发抑郁情绪而请假离校的问题。辅导员通过约

谈其五位室友，发现矛盾源于室友对同一事件的差异化表述与误解，形成“冷战”氛围。基于

女生群体敏感隐忍、易生小团体及间接沟通等特征，辅导员采用办公室“对质”策略：引导三

方在安全环境中直面矛盾，澄清断章取义、以讹传讹导致的认知偏差。通过真相揭露与情感修

复，室友相互道歉达成和解。后续建立长效机制，包括定期沟通会议、情绪管理培训和宿舍文

化建设，从根源预防矛盾复发。案例揭示破解女生猜忌需突破回避模式，以结构化对质促进真

相浮现，并结合性别差异化策略构建和谐宿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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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case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sensitive student A taking leave and leaving school due to
depression caused by dormitory conflicts. The counselor found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five roommates
that the conflict stemmed from their differentiated express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same
event, creating a "cold war" atmospher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nsitivity, tolerance, tendency to
form small groups, and indirect communication among female students, counselors adopt an office
"confrontation" strategy: guiding the three parties to face conflicts in a safe environment, clarifying
cognitive biases caused by taking out of context and spreading misinformation. Through truth disclosure
and emotional repair, roommates apologized to each other and reached a settlement.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in the future, including regular communication meetings, emotional management
training, and dormitory culture construction, to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conflicts from the root. The
case reveals that breaking through the avoidance mode is necessary to overcome female suspicion,
promote the emergence of truth through structured confrontation, and combine gender differentiation
strategies to build a harmonious dormitory ecology.
Keywords: dormitory conflicts; Gender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Structured confrontation

1 案例简介

小 A是一名性格较为敏感的学生。学期中段，她以“家

中有急事”为由提出请假申请。随后，在与小 A家长沟通时

得知，其所谓的“急事”实为近期情绪低落、状态抑郁。家

长推测，这可能与其宿舍人际关系有关。在慎重考虑后，我

批准了小 A的请假请求。为深入了解情况，我随后逐一约谈

了小 A的五位室友，了解宿舍近况。通过深入交流，我基本

掌握了导致小 A情绪低落的关键事件。然而，针对该事件的

具体细节，宿舍成员各执一词。这些差异化的表述不仅使事

件本身显得扑朔迷离，更在室友间引发了较大的误解和隔阂。

作为事件的核心当事人，小 A因难以承受室友间的冷漠关系

（即“冷战”）而选择请假离校，试图通过回避的方式来应

对当前困境。

2 案例分析

本案例聚焦于宿舍内部误会发生后的有效处理与解决

策略。事件发生在女生寝室这一特定环境中，需结合女生特

有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

关键点一：女生处理矛盾的方式。与男生不同，女生在

遭遇矛盾时，往往不会立即寻求明确的是非对错，非理性的

认知往往在女生群体中倾向于将不满和矛盾默默记在心里，

隐忍或不直接表达沟通。女生的敏感性格，相较于男生，女

生性格上更为细腻敏感，对于宿舍中的小事，她们往往会在

心中过度解读，产生诸多自我猜测和联想。

关键点二：寝室小团体的影响。女生寝室中常存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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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团体，一旦发生矛盾，成员间可能会采取背后议论的方

式，以此作为情绪宣泄的渠道，而非直接面对问题。

关键点三：沟通方式的差异。女生在解决宿舍内部误会

时，更倾向于采用间接、委婉的沟通方式，如通过第三方传

达信息或选择非正式的场合进行对话，这有时可能导致信息

传达不准确或误解进一步加深。她们可能害怕直接冲突带来

的尴尬或伤害，因此宁愿选择一种看似更为“和平”的隐忍

或冷处理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但这种方法往往效率较低，且

可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关键点四：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女生在面对宿舍矛盾时，

情绪管理成为一项关键技能。由于性格敏感，她们更容易因

小事而情绪波动，若不能有效管理情绪，可能会引发更激烈

的争执或长时间的冷战。学会冷静下来，理性分析问题，以

及通过健康的渠道释放负面情绪（如写日记、与朋友倾诉等），

对于维护宿舍和谐至关重要。

关键点五：积极寻求外部帮助。与男生相比，女生在遭

遇宿舍矛盾时，虽然可能更倾向于内部解决，但适时地寻求

班级学生干部、辅导员老师、宿舍管理员或其他老师的帮助，

也是解决复杂问题、打破僵局的有效途径。这些外部力量可

以提供更加中立客观的观点，帮助双方更好地理解彼此立场，

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综上所述，本案例旨在探讨如何在女生寝室这一特殊环

境中，根据女生的行为特性和心理特征，分析具体问题事件，

有效处理和解决因误会而产生的矛盾。

3 过程与方法

在高等教育环境中，宿舍不仅是学生学习和休息的场所，

更是他们社交互动、情感交流的重要平台。然而，在这个相

对封闭且密集的生活空间里，矛盾与冲突时有发生，尤其是

女生寝室，由于其特有的情感细腻与沟通方式，矛盾往往更

加复杂且难以解决。通过详细探讨一起女生寝室矛盾的处理

过程，并重点分析其中的关键点，以期为类似问题的解决和

处理提供有力参考。

3.1 初步观察与多维度了解

很多时候学生会主动来讲述宿舍产生的问题，这时我们

应就事论事尽力去解决宿舍的矛盾，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

很多宿舍内暗流涌动，并没有将这些问题摆在台面上来讨论

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深入学生寝室，观察

寝室相处从而主动发现问题，另一方面需要发挥班内信息员

的作用，及时知晓一些异于常态的现象，并通过与学生私下

交谈，了解寝室内部是否存在矛盾。

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我首先认识到，不能仅凭单一学生

的陈述就断定事情的真相。学生在陈述事情时往往倾向于强

调自己的委屈，而对于自己的过错总会一笔带过。因此，我

决定从多个维度深入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包括与寝室成员

分别谈话、观察她们的日常互动以及收集其他知情人的意见，

从而更加中立客观了解事实，为解决此项宿舍矛盾打好基础。

3.2 性别差异与解决方式的思考

在思考解决方案时，我不禁联想到男生之间处理矛盾的

方式。虽然男生间的冲突有时表现为激烈的争吵甚至打斗，

但往往这种“直接”的方式能够迅速释放负面情绪，使双方

有机会在冲突后冷静下来，通过沟通化解误会，最终实现和

解。这启发我，或许可以尝试一种相对温和的“对质”方式，

让女生们在安全、中立的环境中表达各自的观点，以期达到

类似的效果。

3.3 办公室“对质”与误会揭露

基于上述思考，我安排了寝室成员在办公室进行了一场

特殊的“对质”。整个过程中，我作为中立调解者，引导她

们逐一陈述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同时鼓励她们直接提出疑问

和不满。不出所料，三方在讲述事情时，许多细节存在出入。

通过仔细分析，我发现误会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听

到室友讲话时的断章取义和过度解读，二是转述他人话语时

的以讹传讹，最终导致了一个刻薄室友形象的“塑造”。

3.4 真相大白与情感修复

在办公室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辩论”，涉事三方分别陈

述表达自己的观点（有事实，有感受，有判断），经过意见

的相互碰撞，涉事三方同学都逐渐意识到，许多矛盾其实源

于自己的主观臆断和误解。通过直接面对沟通和相互澄清，

她们终于了解到了事情的本来面貌和其他室友的真实态度。

这一过程中，我鼓励她们用“我”语言表达感受，减少指责，

增进理解。最终，每个人都对自己曾经的阴阳怪气的话语和

冒犯的行为表示了深深的歉意，并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握手

言和。

3.5 后续跟进与长效机制建立

虽然此次矛盾得到了妥善解决，但我深知，要想真正构

建一个和谐的宿舍环境，还需进一步努力。因此，我采取了

以下措施进行后续跟进：

定期沟通会议：每月组织一次寝室成员间的沟通会议，

提供一个正式而友好的平台，让她们能够定期分享心情、讨

论问题，及时化解潜在矛盾。

情感教育与沟通技巧培训：邀请经验丰富的老师开展情

感管理与有效沟通的培训，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沟通技巧，

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同时尊重和理解他人感受。

建立反馈机制：设立匿名反馈箱或在线反馈平台，鼓励

学生随时报告宿舍内的问题或提出改进建议，确保问题能够

得到及时处理。

强化宿舍文化建设：通过组织团建活动、庆祝节日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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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增强寝室成员间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促进彼此间的理解

和支持。

4 理论框架

4.1 社会认知理论视角

元认知偏差现象：女生寝室中出现的“过度解读-猜忌循

环”符合社会认知理论中的元认知偏差。案例中小 A将室友

的日常行为解读为针对性敌意，体现了贝克的认知三角理论

（情绪-认知-行为）的负性循环。

信息加工偏误：在本案例中选择性关注理论在室友间的

矛盾升级过程中显现，成员更关注验证自己预设的负面判断

（如小 A选择性关注小 B未收衣服的行为），符合认知神经

科学中的确认偏误机制。

4.2 团体动力学解析[1]

群体极化效应：女生寝室小团体现象印证了社会认同理

论，次级群体的形成加剧了意见极化。莫斯考维西的少数派

影响理论可解释个体向小团体立场靠拢的动力学机制。

群体规范制约：案例中采用的定期沟通会议机制符合

Sherif的群体规范理论，通过制度化沟通重建积极群体规范，

打破原有的消极互动模式。

4.3 冲突调解理论[2]应用

结构化对质技术：借鉴 Ury的冲突转化理论，办公室对

质环节创设了“第三方安全空间”，结合 Fisher 的利益型谈

判原则，将立场对立转化为需求对话。

矛盾暴露疗法：通过情感 ABC 理论（艾利斯理性情绪

疗法）的操作，引导当事人区分客观事实（Activating event）

与错误信念（Belief），继而改变行为后果（Consequence）。
4.4 情绪管理理论框架

情绪粒度提升：通过“我-信息”表达训练（戈登的教师

效能训练理论），提升学生情绪识别与表达能力，降低情感

承诺理论中的负面累积效应。

情绪传染防控：针对女生群体情绪易感特性，建立的情

绪管理培训机制对应沙克特的情绪双因素理论，帮助建立科

学的归因模式。

4.5 性别社会化差异[3]处理

性别图式理论应用：辅导员在性别差异处理中体现了贝

姆的性别图式理论认知，针对女性特有的关系攻击

（Relational Aggression）特征制定解决方案。

替代性沟通路径：借鉴塔嫩性别语言理论，建立多元沟

通渠道（包括匿名反馈等）契合女性偏好间接沟通的性别社

会化特征。

4.6 系统性预防机制构建

社会支持理论实践：后续长效机制整合了 Cobb的社会

支持三维度（情感/信息/工具支持），通过多重机制构建预防

性支持网络。

文化营造理论：宿舍文化建设策略应用了 Schein的组织

文化三层次模型，通过器物层（活动）、制度层（会议）、精

神层（情感教育）渐进培育健康寝室文化。

5 总结反思

回顾整个处理过程，我深刻体会到，在处理女生寝室矛

盾时，耐心、细致与同理心至关重要。不仅要关注矛盾本身，

更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情感需求与心理动因。同时，通过构

建有效的沟通机制与情感支持系统，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处

理人际关系，促进其健康成长。

由于女生群体性格较于男生群体会更加敏感，在遇到事

情的时候普遍会采取避免激化和逃避的方式，但是在之后的

相处中会以自己想象中的室友形象来解答对方的行为，比如

小 A性格敏感多疑，她在与室友小 B 有过误会之后，她让

小 B 将晾干的衣服收进来而小 B 没有采取行动后，小 A的

第一想法不是小B忘记了收衣服，而是认为小B对她有看法，

不想接受她的建议。因此人际矛盾便会如滚雪球一般逐渐加

深，此后小 B做的每一件事情小 A都会下意识地认为，小 B

是在针对她，猜忌一旦埋下，就如同种子一样在她心里生根

发芽。

因此要破解女生之间的猜忌和隔阂，可能有的时候就更

需要比较激烈的“对质”，通过直面问题本质，把所有猜忌

的你来我往都显露在灯光下面，才能辨清其中的真真假假。

所以有时候激烈“对质”的结果可能不是分道扬镳，而是化

解隔阂的破冰行动。

此案例启示学生管理工作中特别是辅导员学生管理的

工作方式需要根据性别差异在矛盾处理中的前置条件来探

究解决问题的途径。男生与女生在处理冲突时展现出的不同

方式，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策略，以

适应不同群体的需求。

总之，宿舍矛盾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教育者、

管理者以及学生本人共同努力，通过持续的努力与改进，营

造一个温馨、和谐、积极向上的宿舍氛围，为学生的全面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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