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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访谈法探究大学生的恋爱观
马超男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34）

【摘　要】恋爱是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重要过程，在研究采用访谈法对大学生择偶标准、恋爱动机、恋爱

关系维护、失恋原因以及具体做法等内容展开系统的分析和调查。结果发现：恋爱动机主要是让自己开心；择偶标准有性

格和颜值两个方面；维持良好的恋爱关系主要是彼此理解；失恋则往往是因为性格不合、没有感觉和想法不同导致的；失

恋后会选择发泄情绪。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本研究认为学校应该积极开展相关课程及活动，引导大学生树立的健康

的恋爱观，减少因恋爱问题对大学生身心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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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爱情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一种美好

的情感，是人了社会亘古不变的话题。到底什么是爱情？爱

情是彼此双方产生的仰慕和渴望的情绪，并在特定物质条

件和人生理想的基础上，彼此希望成为对方终身伴侣的强

烈愿望。在大学生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理的成熟，

爱情更加为人所向往。Murstein(1980) 提出了 SVR 理论，

从三个方面解释恋爱观 ：第一个方面为刺激，即相逢阶段

对对方形象、身高、体重等可观察到的外在特质而产生的

吸引；第二方面是价值，也就是双方熟悉且确立恋爱关系

后，对对方形成更加准确的认知，彼此的观念、对待事物

的看法等；第三个方面为角色，即角色胜任的可能性，它

起到关键性作用，主要在于双方能否彼此理解、彼此分担。

该理论对恋爱观的典型方面进行描述，恋爱观对当代大学生

影响深远。

1.1 恋爱观的概念

恋爱是个体一生中重要的感联结，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

的必然经历，由于它与个体内在的人格发展、成长环境等因

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于“恋爱”的定义，国内外

学者并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说法。Freud(1894) 提出“力比

多”的概念，也就是个体对异性父母依恋与爱情之间的关系，

在精神分析角度得到了诠释。邓伟志等人 (2003) 指出，恋

爱观涵盖了彼此对于爱情的看法，具体是指彼此在恋爱过程

中对于情感的认识、对于事业与爱情的平衡，对于责任和义

务的处理。秦琴、李美双 (2011) 强调在经济、文化和社会

伦理道德观念上的体现即为恋爱观。综合这些学者的观点，

本研究认为恋爱观是人们对与恋爱相关的所有问题、因素以

及这些问题、因素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和态度。

1.2 恋爱观的相关研究

大学生的恋爱观不仅仅使他们对恋爱时的看法态度和为

人处世模式的体现，同时也体现出现阶段大学生成长过程

中对爱情的理解和人事。对于大学生而言，在大学期间形成

积极良好的恋爱观对于其未来的情感走向和生活有这极其重

要的影响和作用。对于恋爱观的相关研究分为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恋爱的态度，樊富民、魏续臻 (1985) 通过研究表

示，最初大部分学生在恋爱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其中大多

数学生的恋爱是从相互了解、产生友谊而升华为爱情，其

基础是双方之间志同道合且彼此尊重。Brantley，Knox 和

Zusman(2002) 大学生对于大学期间坠入爱河普遍呈现出支

持的态度，并且对于爱情有这向往和追逐。二是恋爱对象的

选择，Boxer，Noonan 和 Whelan(2015) 对过去 25 年来美国

男性和女性在恋爱对象选择上的变化进行分析，最终结果显

示，男性和女性都倾向于经济条件等在内的外在条件。三是

恋爱动机，邵昌玉、胡珍 (2013) 对全国 53 所高校的学生恋

爱情况展开调查和研究，结果证实，在大学期间女性更倾向

于进行专一性恋的恋爱，强调精神层面的恋爱，而大部分男

性的恋爱动机则更倾向于进行无聊时间的打发和自我胜利需

求的满足。四是恋爱的依恋特征，李真等 (2018) 研究发现，

大学生在恋爱交往中会倾向于表现出一种不信任感和焦虑，

表现出不想对恋人敞开心扉却或是担心失去恋人。关于恋爱

观的研究逐年增多，所以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通过访谈法

探究当代大学生随着社会发展恋爱观的变化。

1.3 恋爱观的影响因素

树立正确、积极的恋爱观有助于大学生成长，并且获得

健康向上的力量。恋爱观的影响因素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学校教育，大学中虽然开展了思想政治课程，也

组织相关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但对于大学生恋爱心理的

课程较少。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无法对学生的恋爱观进行

深入分析，同时，针对大学生遇到的恋爱问题也无法提供

及时的帮助。

二是家庭教育，对于大学生的恋爱观的影响，成长环境

和教养方式都发挥重要作用。大学生身心逐渐成熟，对比初

高中时期，父母对于大学生的管教会更加放松。此外，受传

统思维的影响，家长羞于提起相关话题，从而缺乏与孩子进

行恋爱方面的沟通。家长不愿意与孩子进行轻易不会主动与

孩子进行恋爱的话题具有一定的隐私性，缺乏沟通技巧的家

长会使孩子比较反感且拒绝与家长进行相关话题的沟通，还

有一部分大学生原生家庭的家长关系并未起到榜样作用，使

大学生对恋爱充满恐惧心理。

三是社会文化，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大学生的日常

学习及生活均可以接触到许多社会文化，也容易被社会上的

不良风气和错误的价值观所影响，学生们承受着来自社会的

各种压力，从而诱发学生们的负面心理，导致无法树立正确

的恋爱观。

1.4 恋爱观存在的问题

1.4.1 恋爱动机不端正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挥发展，大学生多数选择异地求学，

过往人际关系的变化，使其进入校园后，对于学习和生活节

奏不能马上适应，求学目标不够清晰及明确，会羡慕周围同

学的异性交往，从而与异性通过 QQ、微信、微博、聊天室

等多种网络途径进行沟通交流，从而丰富自己的恋爱经历和

恋爱经验。但是缺乏正确的恋爱动机，首先，恋爱是为了排

解生活的孤单和寂寞。当前大学生的文化生活文化课程单调

且课外生活乏味，因此大学生为了寻求精神安慰，释放多余

的精力而选择谈恋爱，从而拜托寂寞无聊的生活。其次，是

为了满足个体的好奇心。大学生处于青春期发展的中后期，



114

2021 年 11 月  第 3 卷  第 11 期
 教育新探索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教学探索

形成了趋于成熟的身心机能，这个时期的大学生向往与异性

进行交流，，通过与异性的交往满足生理上的好奇心。最后，

是为了追求性刺激。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现阶段大学生的

传统道德观念逐渐淡化，不少大学生在两性观影响下更倾向

于追求性刺激，以此恋爱。

1.4.2 恋爱心理不够成熟

在大学生活中，受到从众心里的影响和趋势，很多不愿

意也不想要谈恋爱的大学生在看到身边的同学一个个成双入

对的时候，很容易滋生出一种孤单，或者是因虚荣心而导致

加入到恋爱着的行列。同时在功利心的影响下，不少大学生

将恋爱中对方的家庭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或父母的经济地位

作为恋爱的资本，或者是将其作为未来就业、升迁的跳板，

恋爱的动机不良，希望能够从对方那里获取一定的好处，似

乎爱情的目标不是对象而是他自身的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

现在个体的恋爱干脆要求对方有颜值、有才华、有钱等，不

在乎观念、想法是否相同，这样不成熟的恋爱心理，最终无

法使恋爱获得圆满。

1.4.3 失恋承受能力差

大学生通常情感脆弱，一旦遭受恋爱遇挫，常常会感觉

非常痛苦，对自我缺乏信心，进而将自己封闭起来，不参加

集体活动，产生消极情绪甚至是自伤行为。近年来，社会存

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自杀的现象，大学生属于青春期的敏感

时期，生理上成熟程度远高于心理的成熟程度，突然脱离了

父母的庇护，很难承受社会各方面的压力，通过谈恋爱一方

面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同时也是为了寻求依靠。一旦失恋，

他们将无法承受，进而导致了许多悲剧，这于己、于家、于

人都是有害的。

2 研究方法

2.1 访谈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某大学 7 名学生作为访谈对

象。其中男生 3名，女生 4名，平均年龄在 20.76±1.25 岁。

2.2 访谈过程

在访谈前，与受访者进行沟通，尊重受访者的意愿，确

定受访者自愿参加。以方便受访者为原则来确定访谈地点和

时间，尽量营造轻松、安全、安静交谈的氛围，使受访者自

如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并且我们承诺对访谈内容保密。

2.3 访谈提纲

我们访谈的目的是探究大学生的恋爱观，因此访谈提纲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基本信息：性别、年龄等。（2）问

题：是否谈过恋爱，谈了几次恋爱？恋爱对象选择的时候以

哪方面品质为重？你觉得谈恋爱是为了什么，恋爱的目的是

什么呢？你觉得怎样才可以维持一段良好的恋爱关系呢？如

果失恋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失恋后会通过什么

排解自己内心的郁闷呢？

3 结果与讨论

我们从大学生的恋爱次数、择偶标准、恋爱目的、维持

恋爱关系、失恋原因和做法进行了访谈，结果发现，大学生

至少谈过 3 次恋爱，在选择恋爱对象的时候最注重对方的性

格和颜值，也就是说无论男女性格和长相是大学生择偶的第

一选择。恋爱目的和动机主要是为了让自己开心，满足青春

期的需求，大学生在大学谈恋爱是因为看见其他人谈恋爱，

所以自己为了好玩开心，也去选择尝试。维持一段良好的恋

爱关系主要在于彼此理解，每个人都会出现意见、想法不同

的时候，或者忙碌无法陪伴对方，这个时候需要双方相互理

解，包容，才能使感情长久。通常俩说失恋的原因往往是双

方性格不合、想法不同或者是彼此没有感觉。恋爱中，遇到

事情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不能有效的沟通，最终也会使感情

走到尽头。在失恋后，大学生都会选择发泄情绪，无论是打

游戏、听歌、谈心都是发泄的一种方式，发泄过后整理好心

情，开始新的生活或者恋情。当今社会，大学生时期恋爱情

况较为普遍，错误的恋爱观对大学生身心均造成伤害。所以，

对于高校来说，引导大学生正视爱情问题，了解恋爱的真实

目的，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积极干预大学生遇到的感情困惑，

使双方不受伤害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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