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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工科试验班的大一新生小霞告诉记者，大学宿舍
和自己入学前畅想的完全不一样。“来报到之前，我悄悄找
学姐打听过，说是按照姓氏笔画排宿舍，宿管阿姨站宿舍门
口喊一声‘×同学’，宿舍里四个人能同时抬头答应‘哎’。”

谁知道，小霞宿舍里的四个姑娘不仅姓名“不连
号”，来自的省份也不一样。“我们来自不同的省市，我
是江苏人，其他三个同学分别来自浙江、北京和山东。”
生源地不一样，姓名也不相同，这四个女孩子为啥能安

排在同一间宿舍呢？
想了老半天，小霞和舍友们找到了答案，“晚上睡觉前，

我们发现了大家的共同点：睡的时间都不早，作息都有点
‘夜猫子’。”四个姑娘每天晚上差不多都在11点半入睡，早
晨起床的时间也差不多，6点半左右。

很快，小霞便和舍友们“打成一片”，“我们还都喜欢干
净，甚至都有点洁癖，洗澡和洗衣服都勤快得不行。”开学
前小霞对宿舍生活的顾虑烟消云散。

怎么给大学新生分宿舍
这所高校推出“合并同类项”操作 ？

坚持早睡早起的你已经
打算躺下见周公，喜欢晚睡
的舍友却一脸亢奋“起来
嗨”。学生时代的你，多半遇
到过生活习惯不一致的舍
友。如果同一宿舍的几个小
伙伴都是“夜猫子”或者都爱
早起，那该有多好。这样美
好的愿望对于南京大学
2017级的部分本科生而言
已经成为现实。

南京大学学工处通过新
生调查系统，提前“摸清”了
部分新生的作息时间、卫生
习惯、学习特点等，通过大数
据评估新生的相似度来给他
们排定学号，安排宿舍。开
学半个月下来，新生们相处
得分外融洽。

新举措：新生按“生活习惯相似度”分宿舍

小调查：七成学生曾因室友间矛盾想调宿舍

大乐透第17109期：06 09 19 26 34 05 07
6+1第17109期：8 7 0 9 1 3 1
20选5第17254期：02 03 06 07 14
排列5第17254期：9 1 5 9 9

（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公告

据了解，南大2017级新生的学号顺序和宿舍安排，差
不多都是按照学生们的生活习惯、卫生特点、学习特点等

“个人元素”来“合并同类项”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相似
的同学更容易“连号”，被排在一起。

能够“合并同类项”的前提，是基于学校对新生的个人
习惯“摸底”。记者在南大学工处看到了这样一张调查表，
上面分为“夜晚休息时间”“早晨起床时间”“平均换洗衣频
率”“您对宿舍共同消费的态度”等多个选项。新生需要按
照自己的个人情况填写。同时学工处还在调查问卷的最

后保证，不会透露新生的个人信息。
今年是南大在新生中首度试点使用住宿匹配系统，

调查了部分新生的习惯。没有接受调查的新生，依然遵
循随机分配的原则。“我们通过该系统的调查，收集了
800多名新生的作息时间、卫生习惯、学习特点、社交偏
好，以及其他一些私人问题，来帮助评估新生的相似
度。”学工处郭老师介绍，收集完学生的个人信息后，通
过大数据整理的模式对学生的信息做分析，将相似度相
近的学生排在一起。

高科技：大数据分析新生个人信息

南大学工处处长龚跃介绍，研究表明，宿舍矛盾主要
是由生活习惯差异所造成。宿舍问题的处理，属于私人空
间的层面。宿舍是大学生最直接参与的人际交往的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的表现衡量着大学生人际交往、心理健康和
为人处世的能力。宿舍成员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
互适应。

因此南大在2017级新生中推出了“新生生活习惯普
查”，用数据规划学生宿舍安排，让学生有一定的自主选择
权。龚跃表示，这样做并非同化了宿舍特性，“更多的是避
免随机安排而导致的差异化过大现象，积极消除制造宿舍
矛盾的不利因素。大学是走向社会的缓冲期，希望新生能
在点滴细节中调节自我，在主动选择中接受磨炼。”

学工处：给学生一定的自主选择权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1355名大学
生进行的调查显示，70.5%的受访学生曾为宿舍矛盾而感
到烦恼，67.6%的受访学生曾想调换宿舍。60.2%的受访学
生认为生活习惯不同是导致宿舍矛盾的主因，其他原因还
有：室友间缺乏沟通（39.0%）、性格不合（36.0%）、竞争关系
明显（22.8%）、家庭背景不同（22.6%）等。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副主任胡志
峰认为，宿舍矛盾产生的原因与学生成长经验有关。孩子
平时在家比较受宠，很多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来到大学，过
上集体生活后，难免会起摩擦，“任何一次新环境的适应都
会伴随着摩擦与冲突，成长就是不断调节自身进入新环境
的过程”。 综合新华社、中青在线、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