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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大学生恋爱观教育的思考 *

———基于对华南地区6所高校大学生的抽样调查

林佩云

(华南农业大学 党委组织部,广东 广州510642)

摘 要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当今大学生的恋爱观,引导其健康成长,对华南地区6所高校的大学生开展问

卷调查。调查显示,大学生在恋爱方面呈现出恋爱观念情感化、恋爱挫折应对情绪化、性观念理想化等特征,给
高校的教育管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究其原因有3个方面:大学生自我意识增强、高校婚恋观教育滞后、传统思

维与现代思潮的交锋。提出高校应以人为本,通过加强责任感教育、逆商教育、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等方式引导大

学生理智应对情感问题,确保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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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婚姻法》的修订,近年来大学生在校期间

结婚个案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大学生在校期间

的恋爱、结婚问题给高校的管理规范及教育工作带

来了较大的冲击。综观已有的研究,对大学生婚恋

观主要运用现状探究、因素探索的方式进行研究,成
果集中在对恋爱态度、恋爱动机、婚姻价值观、性爱

抉择观研究等方面[1-3]。为了深化研究,进一步了解

大学生的恋爱观,掌握他们的恋爱价值取向,明确教

育对策,确保大学生在大学校园里健康成长、成才,
本研究通过对华南地区6所高校不同年级的大学生

抽样调查,在分析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几点正确

引导大学生恋爱观的对策。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1.调查对象与方法

调查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随机抽取了华南地

区6所高校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被调查人员

的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调查的对象涉及各个年级;
男女各占51.44%、48.56%,比例相近;少数民族与

汉族学生比例与我国民族分布的现实情况基本相

符;学生生源地的比例与我国现实农村、中小城市、
省会城市的人口比例相一致。数据来源基本能代表

总体情况。

图1 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调查采用自行编制的《大学生恋爱情况调查

问卷》进行调查。问卷采取由学生干部派发到宿舍

区的方式进行发放,以无记名的方式将问卷回收到

问卷箱。共发放问卷1595份,回收有效问卷1565
份,有效回收率为98.12%。统计数据采用SPSS软

件和Excel进行统计分析和处理。此外,调查还辅以

现场访谈、个案研究等形式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2.调查内容

调查的内容包括3个方面:一是被调查对象的基

本情况。二是调查大学生在校期间恋爱的情况及对

结婚的态度、恋爱挫折的应对情况、性观念等。三是

调查大学生对于谈恋爱学生的态度和建议。本文将

重点对涉及大学生恋爱观问题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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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1.大学生婚恋观念情感化

在调查大学生对于大学期间谈恋爱的看法时,
有64.92%的学生持“顺其自然,有合适的对象随时

都可以谈”的态度,有9.91%的学生认为“大一大二

趁着年轻就要谈”,7.60%的学生认为“等大三大四

日臻成熟后再谈”,17.57%的学生认为“大学期间应

以学业为主,不谈恋爱,毕业之后再考虑”;在调查大

学生对于在校生结婚的看法时,有40.26%的学生

选择“不赞同,在校大学生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和社

会阅历”,23.00%的学生选择“不赞同,在校大学生

应以学业为重”,有18.53%的同学持赞同意见,有

18.21%的学生选择“说不清楚”;在调查“您认为爱

情与学业间的关系是什么?”的问题时,46.52%的学

生认为“爱情是生活的调节剂 ”,23.85%的学生认

为“爱情让我对学习充满动力”,25.22% 的学生认

为“爱情会分散我对学习的注意力,但影响不是很

大”,4.41%的学生认为“爱情是主旋律,不管有多大

影响,在大学阶段都要谈恋爱 ”;在调查“如果您在

恋爱阶段喜欢上另一个更优秀的异性,而且她(他)
也喜欢您时,您该怎么办?”的问题时,28.50%的学

生选择“与原对象主动提出分手”,41.34%的学生选

择“努力让自己忘掉对方,专情于原来的对象”,

20.38%的学生选择“渐渐疏远原来的对象,让他

(她)提出分手”,9.78%的学生选择“同时跟两个人

交往,任凭事态发展”。
以上调查显示,超过80%的大学生赞同在大学

期间谈恋爱;60%以上的大学生对于在校期间结婚

持不赞同意见;近75%的大学生充分肯定了爱情的

功能;近60%的大学生遇到更为心仪的对象时愿意

去尝试新的爱情。这4组数据综合表明:一是大学

生谈恋爱是青春期的一种基本心理需求,他们对于

恋爱的认识较为简单,趋向追求浪漫的感受,没有更

多长远的考虑。二是大学生恋爱的条件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对对象的爱慕之情,情感因素在大学生的婚

恋观里占了较大的比重,对婚姻和恋爱的理性认识

不足,在恋爱对象的选择和对待分手的问题上态度

比较随意。

2.大学生恋爱挫折应对情绪化

调查显示,超过69.90%的学生谈过恋爱,有

46.39%的学生经历过失恋,其中23.64%的学生经

历过1次,有13.55%的学生经历过2次,9.20%的

学生经历过3次或3次以上;在面对“自己所爱的人

爱上别人”的情况时,有57.12%的学生“坦然面对,
主动离开”,31.57%的学生“继续争取”,有11.31%
的学生 “沉默但心中怨恨”;在失恋之后,有36.56%
的学生将“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去,忘掉不开心”来
减轻失恋带来的痛苦,27.62%的学生则“找一个挚

友诉说自己的痛苦,哭一场”,而选择“赶快再找一个

才会平衡 ”、“失落一段时间,不想学习”则分别有

12.45%和20.24%。另外,2.26%的学生选择“寻
求心理咨询师的专业帮助”,0.46%的学生选择“寻
求辅导员的帮助”,0.41%的学生选择“寻求报复”。
这3组数据综合表明:一是大部分大学生都有恋爱

的经历,恋爱不成功的现象也相当普遍,而且大部分

学生可以接受失恋的现实;二是个别学生处理失恋

的方法较为极端,他们容易出现失控的、没有目标导

向的情绪性行为。这种负面情绪和消极行为将可能

影响大学生个性的形成与发展[1],对大学生的人身

安全和校园的和谐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

3.大学生性观念理想化

在调查大学生在恋爱阶段是否会与伴侣发生性

行为的问题时,14.89%的学生选择“在恋爱阶段会

与伴侣发生性行为”,11.99% 的学生选择“取决于

对方”,38.81%的学生选择“视情况而定”,34.31%
的学生选择“不会在恋爱阶段与伴侣发生性行为”,
如表1所示。在调查“您是否特别在乎自己的男

(女)朋友有过性经历”的问题时,有27.54%的学生

选择“非常在意”,有47.99%的学生选择“有些在

意,但不是很看重”,只有12.46%的学生选择“完全

不在意”,12.01%的学生认为“无所谓”,如表2所

示。这2组统计数据表明了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处

于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并存和互相碰撞的时期。一

表1 大学生对是否会在恋爱阶段与伴侣

发生性行为的选择 %

选项 总体 男 女

会 14.89 11.23 3.66
取决于对方 11.99 7.15 4.84
视情况而定 38.81 21.86 16.95

不会 34.31 11.20 23.11

表2 大学生对恋爱对象性经历的态度 %

选项 总体 男生的态度 女生的态度

非常在意 27.54 19.12 8.42
有些在意,

但不是很看重 47.99 25.12 22.87

完全不在意 12.46 3.95 8.51
无所谓 12.01 3.25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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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大学生对于“性”的态度更为开放和宽容;另一

方面,大学生也保留着中国传统的贞操观念。虽然

婚前性行为已逐渐为大学生所接受,但同时却有较

大比例的大学生在意自己的男(女)朋友是否曾经有

过性经历。此外,通过男女性别的对比研究发现,男
性比女性在性认识及行为方面更为主动和开放,但
却更加在意对方的贞操问题。

  三、大学生婚恋观现状的成因分析

1.大学生自我意识的增强

调查显示,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恋爱现象相当普

遍,但他们却不太赞同大学期间结婚,且在恋爱对象

的选择方面比较注重对方的形象,甚至是根据对方

的家庭背景来选择恋爱或变换对象。这种从表面看

来比较随意的分手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功利、面子心

理的折射,这表明大学生面对恋爱和结婚问题比较

现实,目的性比较明显。这与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增

强关系甚密。大学生自我意识增强,可以彰显大学

生的个性,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然而,大学生在婚

恋观方面自我意识的凸显,使得他们更加注重个体

的体验,追求感官的享乐[1],在思想认识上更为自

我,忽视责任意识的落实。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

很好的解决,将不利于大学生责任感的培养。

2.高校婚恋观教育的滞后

调查显示,接近50%的大学生有过失恋的经

历。他们在面临失恋、应对挫折时表现出情绪化的

倾向,这与高校婚恋观教育的滞后息息相关,与家庭

的教育引导模式也紧密相关。就目前而言,高校的

婚恋观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首先,缺乏专门的教

材和课程体系,大部分依托两课教师、辅导员、班主

任的教育和引导,缺乏教育的长效引导机制[2];其
次,教育方法多数以说教为主,缺乏情景教学环节、
体验式教育和渐进式教育,没能有效引导学生培养

健康的恋爱心理,使得学生在恋爱中不能很好地认

识爱情的真谛及其所要承担的责任,一旦面临失恋

将不能妥善处置。

3.传统思维与现代思潮的交锋

传统的婚恋观念带有明显的贞操情结,强调忠

贞不渝,而且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对于女性的要求更

严。这种思维模式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然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化,西方社会的性

解放思潮冲击着我国传统的贞操观[1]。首先,对性

观念认识的局限性影响着大学生们的恋爱观。大学

生,特别是男生在恋爱中表现出大胆和开放的倾向

是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当大学生在恋爱中受挫

折,特别是女性,由于发生性关系,乃至未婚怀孕时,
她们一方面要遭受身体的痛苦,另一方面还要承受

很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压力。其次,大学生谈恋爱

本是一种社会交往的学习,学会与异性同学交往,学
会尊重与选择,学会关爱与责任,学会学业与非学业

的关系协调。然而,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的恋爱行为

大部分强调过程,没有明确的婚姻指向,更多注重享

受,没有很好地意识到这是双方感情培养交流和健

康社交的过程,这也是导致一部分大学生因失恋而

做出过激行为的重要原因。由此,大学生们在传统

思维和现代思潮的夹缝和交锋中难免表现出理想化

的倾向,他们在恋爱中一方面追求开放和实际感受,
另一方面却非常在意对方的贞操问题。

  四、对策与建议

分析表明,大学生在恋爱方面呈现出恋爱观念

情感化、恋爱挫折应对情绪化、性观念理想化等特

征。为此,高校需要更新观念,采取综合教育的模式

教育引导学生,使大学生群体理智应对情感问题。

1.加强责任感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理性的婚

恋观

恋爱是大学生身心发育到一定时期的情感需

求。心理学家阿奈特认为大学阶段处于成人初显

期,这个时期的心理发展任务主要是建立“亲密感”,
避免“孤独感”,这种亲密感的获得最主要来自于恋

爱对象或配偶。因此,大学生谈恋爱是可以理解的、
正常的行为。然而,从保护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帮助

学生顺利成长成才的角度出发,高校要引导学生正

确认识恋爱与婚姻的关系以及所要承担的责任。
第一,教育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教育要体现

平等的原则才能切实为学生服务。为此,高校要以

科学的态度,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尊重

大学生的恋爱行为,理性全面地看待大学生的婚恋

问题,以平常心对待谈恋爱的大学生。
第二,教育要讲究方法的多样性。高校教育管

理工作者要从学生的心理感受出发,以同龄人的心

态与学生交流,引导大学生明确恋爱以追求纯真、圣
洁的友谊为基础;还可通过校园刊物、辩论赛、网络

园地、QQ群话题、师生微博、个别谈心等方式引导

大学生正确认识爱情的神圣和责任。
第三,教育要强调态度的真诚性。大学生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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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青春期,在情感的追求方面还处于朦胧、摸索阶

段。从历史的教训看来,很多校园恋爱悲剧事实上

是学生对恋爱的好奇和无知所造成的,他们失恋之

后行为上容易失去理智,做出伤害自己或对方的过

激行为。因此,高校要以真诚的态度,争取学生的共

鸣和认可,引导大学生认识恋爱是对两人将来发展的

一种责任;选择了恋爱就是选择了尊重、珍惜、爱护对

方,要给对方自由、快乐、幸福;结婚更是要以双方学

会包容为前提,是对双方一辈子的承诺,需要具备一

定的经济基础;结婚也是对两个家庭、对社会的承诺,
需要依法行使和履行国家婚姻法的权利与义务。

第四,教育要抓住育人的根本性。高校要以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引导大学生分清学

业与恋爱间的主次关系,以促进专业学习和提升综

合素质为出发点,培养大学生健康、乐观、积极的情

操;同时让大学生明白当恋爱双方因性格、爱好、为
人处世方法等内外因影响而面临分手时,应懂得祝

福对方和要求自己更专注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向对

方展示更优秀的自已;作为大学生应树立远大的理

想,追求专业成才和全面发展,使自己将来成为立足

于社会的有才干之人[4]。
2.加强逆商教育,提高大学生对于恋爱挫折的

平衡能力

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逆商对于大学生而言

尤为重要,它关乎大学生在面临逆境、经受挫折时能

否更好地摆脱困境、解决难题。大学生的恋爱受性

格、外貌、家庭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他们

在恋爱过程中遇到各种挫折是在所难免的。因此,
高校要加强大学生的逆商教育,完善大学生的人格,
切实帮助大学生理性应对恋爱挫折。

第一,教育要做到常规化和预警化。大部分学

生可以接受失恋的现实,但处理失恋问题的科学性

却有待提高。因此,高校可以通过逆商培养课程,以
情境教育、逆境日记等方式对大学生进行逆商教育;
在平时可以主题班会的形式让学生针对恋爱问题以

及如何处理失恋问题畅所欲言,提高大学生对于失恋

后产生不良情绪的免疫力。要教导学生当自己所爱

的人爱上别人时,要理智、冷静地分析问题、面对问

题,尊重对方的情感和人格[3]。
第二,教育要满足学生需求和启发学生。社交

生活是大学生自我认知和自我肯定的需求,是大学

生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径。首先,高校可以通过开设

课程或开展专题讲座的形式让大学生掌握必要的人

际交往技巧,学会正确与异性相处,让学生明白“失

之东隅,收之桑榆”的道理。其实,失恋后的难过很

可能只是一种不甘与失落,而不一定是因那个人、那
一段恋情[5];当发现双方因性格、爱好等并不适合发

展恋情时,要以珍惜双方的友谊,保护对方的自我价

值为基础,坦诚、豁然地与对方沟通,尽可能降低对

双方的伤害。其次,高校还应不定时地针对社会上

如“大学生嫁给补鞋匠”等感人的真情故事[6],形成

专门的案例集,用现实生活的生动事例引导大学生

健康科学地恋爱,让学生学会珍惜人间的真情、正确

分享异性之间的友谊,塑造美好的人生。
第三,教育要有针对性和专业性。高校要通过

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等形

式,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让学生学会积极的心理

防卫方法,学会寻求社会支持,勇敢战胜恋爱挫

折[5];此外,还要加大心理咨询的宣传力度,引导大

学生改变对心理咨询的片面看法,让他们明白参与

心理咨询是正常人的明智举措,是进行自我保健的

重要途径,由此提高他们参与心理咨询和心理教育

的积极性,以便学生有困惑时愿意求助学校心理咨

询中心;还要将心理咨询中心的联系方式及咨询人

员的简介公布于校园网,以便大学生能够及时获得

心理援助。
第四,教育要强化实践和自我完善。高校要鼓

励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培养良好的抗挫折能

力。社会实践可以磨练人的意志,提升人的品质,可
以使大学生勇敢地面对挫折;社会实践可以转移注意

力,减轻由于失恋所带来的困扰。大学生积极参与社

会实践,在实践中感受感知,自我认识才最为透彻[7]。
3.加强性与生殖健康指导,引导大学生树立健

康的性观念

男生在青春期对性充满好奇,他们带着本能的

冲动,在性行为方面更为主动。相对而言,女生则显

得比较被动。如果在大学期间涉及性行为的话则存

在意外怀孕的风险,而且大学生的恋情多数以失败

告终,极易给女生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为此,高校

要切实加强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将工作做实、做细。
第一,教育要体现科学性。高校可以将性与生

殖健康教育作为新生入学教育的必要项目或作为一

门课程在大学生当中开展宣传教育,揭开性的神秘

面纱,增强大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引导大学

生崇尚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
第二,教育要体现针对性。由于男女性别对于

性的认识存在差异,高校在开展工作时要针对不同

性别的学生开展不同的教育。首先,高校要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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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荣辱观教育,引导学生不要传阅黄色刊物或

视频等。其次,要引导男生认识到爱最重要的是思

想上真诚的交流和彼此间更多的了解。男生要有责

任感,对所爱的人给予真正的爱护;要引导女生清醒

认识到大学期间性行为对自己身心和学业的伤害,
珍惜自己,坚守原则,学会拒绝婚前性行为,保持身

心健康。同时,女生要避免过度喝酒甚至吸食“K
粉、摇头丸”等兴奋性药品,防止被迫或失去理智发

生性行为。要充分认识到真诚的爱源于内心,对对

方提出婚前性行为的要求坚决拒绝,让对方明白“爱
我就别伤害我”。

第三,教育要体现联动性。由于传统观念的影

响,许多家长不善于或不习惯与子女交流关于婚恋

及性的相关问题,致使大学生从小缺乏对性的客观

认识。因此,学校、家长要开展好大学生的性知识教

育。首先,高校要给予学生家长鼓励,支持他们与子

女认真沟通。使家长做到对子女的成长保持持续地

跟进,同时不要过分限制男女同学间的正常交往,也
要防止子女染上黄赌毒、怪僻等不良行为;其次,高
校要建立家校互动的交流与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学

生的问题,共同解决学生的疑惑[7]。

第四,教育要体现真实性。对于大学生而言,处
于青春期的他们对性怀着好奇的心态是正常的现

象。高校要通过组织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依托文

体活动、社会实践等活动载体转移学生的注意力,化
解大学生的恋爱焦虑,让大学生的思想有更广阔的

发挥空间,而不是采取回避、压抑的方法,否则极有

可能导致因情而自杀或他杀等严重伤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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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toStrenghenEducationofCollegeStudents’OutlookonLove

———SamplingSurveyfromStudentsofSixUniversitiesinSouth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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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accuratelyknowtheoutlookonlovefromtoday’scollegestudentsandhelp
themtogrowhealthily,thispapercondutesaquestionnairesurveyoncollegestudentsfromsixcolleges
anduniversitiesinChina.Theresultshowesthatcollegestudentsareemotionalinoutlookonlove,emo-
tiveinlovefrustrationandidealizedinsexconcept,whichhasbroughtnewchallengestoeducational
managementforcollegesanduniversities.Thereare3reasons:enhancementofstudents’self-conscious-
ness,poorloveandmarriageeduca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andconfrontationbetweentraditional
thoughtandmodernthought.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thatuniversityshouldpaymoreattentionto
people-orientatededucationandguidestudentstoreasonablydealwithemotionalproblemsthrough
strengtheningeducationofsenseofresponsibility,adversityquotienteducation,sexualandreproductive
healtheducation,etc.soastoensurethehealthygrowthofcollege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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