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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寻找婚恋对象的动机：一项定性研究

尹莉　张光旭

鲁东大学教育学院　山东烟台　264000

摘　要：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寻找婚恋对象的重要平台。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寻找婚恋对象

的动机，以揭示他们参与这一行为的背后动机和心理过程。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对 10 位具有社交媒体寻找婚恋对象经验和背

景的大学生进行访谈，并依照扎根理论的思想和 NVivo12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数据的内容分析揭示了多个关键主题，包括

选择范围大、匹配度高、交友效率高、成本低、自由表达和沟通、压力大等方面的动机。结果表明，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

寻找婚恋对象的动机是多元的，受到个体差异和社交媒体环境影响。此研究提供了对大学生婚恋动机的深入理解，并突出

了社交媒体在塑造婚恋动机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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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据比达咨询的中国互联网婚恋交友市场研究报告可

知， 2022 上半年，我国互联网婚恋交友平台用户人数达

到 3346.9 万人，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通过在线平

台、软件、兴趣圈等来寻找潜在伴侣，而这一趋势也引发

了学术界对网络择偶心理的浓厚兴趣（巫金根，黄永华，

2017）。如张文婷（2023）通过参与式观察和 20 名城市单

身青年的访谈分析得出，城市单身青年借助社交媒介寻找

对象，企图通过“媒介自助”的方式加大脱单的机会，并

不断重置中介交往场域的择偶互动。由此可见，大众社交

移动化趋势为线上婚恋交友平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婚恋类社交媒介作用于单身人群的日常生活日益明显（张

文婷，2023）。然而，尽管有关在线交友的研究逐渐增多，

但仍然存在一些未解之谜，需要更深入的探究。

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知识空白，通过一项

定性研究来深入理解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寻找恋爱对象的

动机。社交媒体不仅为大学生提供了非常便捷的途径（杜鹃，

2016），还塑造了他们的社交行为和期望。因此，了解他

们为什么选择使用社交媒体来寻找恋爱对象，以及在这一

过程中经历了什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我们将深入挖掘大学生的经验和

观点，探讨他们的动机、期望和挑战。这项研究的结果将

有助于揭示社交媒体如何塑造年轻人的婚恋动机，以及这

一行为与他们的情感满足、社交互动之间的关系。

1 文献综述

社交媒体是一类在线平台，允许用户在虚拟空间中

创建个人资料、分享信息、发布内容和与其他用户进行互

动。简单一点来说，就是用户通过图片、文字、视频等形

式，与他人进行互动，建立社交关系并互相交流观念（曹

博林 , 2011），并且用户通过社交媒体与他人进行互动

时，会产生情感连带着人的情感可能会达到高度集中（韩

璐，2014），从而达到维持亲密关系（董晨宇，段采薏，

2018），特别是处于恋爱或婚姻关系的人。

早期研究还发现，在社交媒体上，用户可以通过照片、

网名、互动、状态更新等进行自我展示（董晨宇，段采薏，

2020），来进一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以便可以提高自己

脱单的机率。然而，社交媒体上的婚恋交友也伴随着挑战，

包括虚假信息、隐私问题和与在线互动不同的恋爱标准等。

因此，大学生的婚恋动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沟通表达、

自我表现等。

尽管有关社交媒体上寻找恋爱对象的研究不断增加，

但仍然存在一些研究缺口。首先，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择偶心理、情感互动、亲密关系等方面，而对大学生使用

社交媒体寻找恋爱对象的动机的深入理解尚不足够。因此，

本研究旨在进一步深入研究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寻找恋爱

对象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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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思路及框架

首先，需要确定访谈提纲和访谈对象。本研究采用的

半结构化访谈方式，收集受访者的基本信息。针对“寻找

婚恋对象动机”这一主题主要分为 4 个方面：一是寻找婚

恋对象的具体动机是什么；二是在社交媒体上寻找婚恋对

象有哪些吸引力；三是个人对在社交平台找婚恋对象的动

机与期望是什么；四是社交媒体平台寻找婚恋对象面临的

挑战有哪些。在访谈提纲的指导下，一方面由受访者对自

己在社交平台寻找婚恋对象等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回忆和

描述；另一方面，根据访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困惑等进

行提问或引导。其次，将整理好的访谈文本发给受访者进

行 1（完全不符合）至 7（完全符合）级计分。所有受访者

对访谈内容的有效性评分均达到了 6 分及以上，说明访谈

文本有效，适合进一步的分析。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信

效度检验，即将访谈内容导入到 NVivo 软件依次进行三级

编码，并通过理论建构归纳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寻找婚恋对

象的动机。

2.2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有过在社交媒

体寻找婚恋对象行为的大学生进行深入访谈，然后利用扎

根理论的方法和 Nvivo12 软件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分析。

Nvivo12 中词频分析功能可通过可视化直接展示出原始资料

的主要关注点，如图 1 所示，恋爱、社交、平台是排名前

三的关键词。

图 1 根据访谈对象文本构成的词云图

2.3 研究对象及样本

表 1 访谈样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专业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工作经历 恋爱经历 户籍所在地

01 女 23 文科 本科 单身 有 有三次 农村

02 男 22 理科 硕士研究生 单身 无 有一次 城镇

03 男 22 理科 专科 单身 无 有一次 农村

04 男 24 理科 硕士研究生 单身 无 有一次 城镇

05 男 21 理科 本科 单身 无 有三次 农村

06 女 25 理科 本科 单身 有 有一次 城镇

07 男 20 理科 本科 有恋爱对象 有 有两次 城镇

08 男 25 理科 硕士研究生 单身 有 有两次 农村

09 女 23 文科 硕士研究生 单身 有 无 城镇

19 男 25 理科 硕士研究生 单身 有 无 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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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择川渝地区高校的 qq 表白墙为研究对象，

并将在表白墙发布寻找婚恋对象信息的人群中采取研究样

本。在研究样本选择方面，为保障取样的代表性，本研究

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到 2023 年 7 月 20 日期间，依照发布内

容对研究样本初步筛选，最终确定访谈对象 10 人，访谈以

微信和 qq 等媒介进行交流，访谈的时间跨度为期 2 周，每

次访谈时间保持在 10-30 分钟。

根据表 1 可知，访谈对象主要分布在 20-25 岁，专业

上理科占比较大，且大多数都属于单身状态，仅有一人目

前处于恋爱状态；其受教育程度上，专科 1 人、本科 4 人、

硕士研究生 5 人；同时，该样本还考虑到访谈对象的恋爱

经历、工作经历和户籍所在地背景，相对来说选取的比例

较为合理。

3 研究结果

3.1 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寻找婚恋对象的评价

利用 NVIVO12 情感分析的功能，对访谈文本进行内容

分析，探索情感因素，得出四种情感类型：非常正向、较

为正向、非常负向、较为负向。根据 10 位受访者的访谈情况，

利用其情感分析的参考点发现，非常正向占比 38%，较为

正向占比 29%，较为负向占比 29%，非常负向占比 4%。总

的来说，访谈对象认为在社交媒体寻找婚恋对象的正向情

感居多，说明他们对于这种方式来寻找对象是比较满意的。

图 2 探索性情感分析

3.2 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寻找婚恋对象的动机

为深入分析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寻找婚恋对象的原因，

根据访谈文本的内容进行开放式编码，以便总结归纳出合

适的概念。以开放式编码为基础，将研究的所有编码进行

关联，然后再根据主轴编码进行最后的核心编码。经过对

访谈文本的内容分析，主要总结和概括出受访者会谈及选

择范围、匹配度、交友效率、成本、压力、表达沟通等方面，

因此将它们归为“社交平台方面”和“个人方面”两大核

心编码。

3.3 社交媒体平台自身优势是大学生寻找婚恋对象的关

键因素

由表 2 可知，核心编码“社交媒体方面”共有 62 个参

考点：“选择范围大”的参考点数有 16 个；“匹配度高“的

参考点数有 12 个；“交友效率高”的参考点数有 6 个；“避

免尴尬”的参考点数有 4 个；“便利”的参考点数有 1 个；“成

本低”的参考点数有 21 个；“展示优点”的参考点数有 2

个。在这 7 个主轴编码节点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成本低、

选择范围大、匹配度高。因此，“成本低”是大学生选择

在社交媒体寻找婚恋对象的最重要的原因。

表 2 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寻找婚恋对象的动机编码表

核心编码 主轴编码 开放编码 参考点 部分参考点内容范例

社交平台方
面（62）

选择范围大 能认识更多的的人，机会更大，范围更
广 16 社交平台能够认识更多的人，同时寻找恋爱对象的机会更多。

匹配度高 精准度高，更容易匹配到合适的人 12 社交平台可以提供更符合个人需求的匹配结果，提高寻找恋爱对象的效率。
交友效率高 交友节奏快、迅速，效率很高 6 社交平台上的交友节奏会比较快。

避免尴尬 线下交流没话题时尴尬，线上可以避免 4 由于线下交流没有话题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尴尬，转向社交平台线上聊天就能
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情况。

便利 比较方便 1 社交平台比较方便
成本低 节约时间、金钱和精力，成本低 21 线下见面之前可以提前了解对方，提高效率，节约时间

展示优点 不受约束展现自己，释放个人魅力和性
格 2 每一个人都能够更不受约束的去展现自己，尽情释放自己的魅力与性格

个人方面
（18）

压力大 压力大，逃避线下社交 1 当今社会普遍年轻人的压力就会比较大，所以就会刻意逃避线下的社交活动，
让自己尽量处于独处状态。

跟风 社交平台交友流行，有跟风因素 1 社交平台交友目前很流行，也有一定跟风的因素在
无聊和新奇 出于无聊、新奇的心态 2 无聊、抱着尝试和新奇的心态

社交范围小 生活圈子小，身边异性不多 8 现实中的圈子太小了，没有办法接触更多的异性。在社交平台上就可以可能接
触更多的异性吧，在现实中无法扩大圈子，都是自己平时生活中的一些人。

自由表达和沟通 可以随时沟通交流，自如的表达自己 6 在社交平台上会更加自如地表达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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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参考节点的数量，“成本低”这一节点下的自由

节点数依次为：节约时间（11）、节约金钱（1）、时间成

本低（4）、工作忙时间少（4）、不会占用个人事业太多

时间（1）. 其中节约时间、时间成本低、工作忙时间少是

相对占比较大的因素，特别是节约时间这一参考节点。

因此，不难看出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在社交媒体平台

上寻找婚恋对象可以节约时间，这也是为何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在其上面进行恋爱的重要动机之一。比如有一位受访

者认为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可能大家都不会想花个几年，

几个月，一两年的时间去认识。而是选择在最开始的那几

天时间快速的去筛选，去了解，这样可能会更加的快一些

寻找到合适的婚恋对象。

3.4 个体差异是大学生寻找婚恋对象的关键因素

由表 2 可知，核心编码“个人方面”共有 18 个参考点：

“压力大”的参考点数有 1 个；“跟风”的参考点数有 1 个；

“无聊和新奇”的参考点数有 2 个；“社交范围小”的参

考点数有 8 个；“自由表达和沟通”的参考点数有 6 个。

在这 5 个主轴编码节点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社交范围小、

自由表达和沟通、无聊和新奇。因此，“社交范围小”也

是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平台寻找婚恋对象最重要的原因。

4 讨论与展望

4.1 研究建议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寻找婚恋对象

的动机分为社交媒体和个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方面，主要

是由于平台自身的优势，可以让大学生有机会接触更多异

性，并迅速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对象，这样不仅节约时间，

而且精准匹配度也高，极大地提高了择偶效率，满足大多

数人的择偶需求。在个人方面，大多数大学生由于专业限

制或性格内向等原因，导致其社交范围较小，无法接触到

合适的异性，而社交媒体平台可以扩大社交范围，并且可

以与异性自由表达和沟通等，这些因素也让越来越多的大

学生选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寻找婚恋对象。但与此同时也

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受访者表示社交媒体平台上交友会

存在很多虚假信息，如学历造假、金钱欺骗、照片造假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真实性，为此不少访谈对象建议

需要有一定的甄别能力，不要急于求成迅速与人建立关系，

需要慢一点等。

4.2 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研究对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寻找婚恋对象的动机进行

分析，得到较为真实的结果。但是，本研究还存在几点不足：

一是研究样本不均衡，根据受访者的基本信息来看，男生

占比 70%，而女生占比 30%，并且大多数受访者都是来自

理科专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样本内容，导致结

果分析存在差异；二是研究结果的普遍性不强，本研究访

谈的 10 位大学生并不能将其全部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寻找婚

恋对象的动机进行囊括和归纳，且并未得到大样本验证；

三是 NVivo12 软件编码过程中，仅有我一人对其访谈内容

进行分析，存在较强的主观性和差异性，未来会考虑增加

编码人员，从而对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寻找婚恋对象的动机

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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