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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

美 国 精 神 病 学 家、 著 名 的 发 展 心 理 学 家 Erik H 

Erikson 认 为 成 年 早 期 阶 段（18-25 岁 ） 是 个 体 练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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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密 关 系 的 关 键 时 期， 而 亲 密 关 系， 尤 指 恋 爱 关 系

（Romantic Relationship），也可译为浪漫关系。国外学者

Collins 认为，恋爱关系是双方互相认可而自愿进行的一

种互动，与其他同伴关系相比，恋爱关系中的个体具有

较为特殊且强烈的情感体验程度 [1]。而 Hazan 等人最则认

为恋爱关系本质上则是一种依恋关系，与个体在婴儿期

所形成的依恋模式有很重要的关联 [2]；国内学者刘毛等

人认为恋爱关系其实是人际关系的一种，是双方在基于

一定的“合作”基础上进行的互动 [3]。结合上述学者观

点，我们不难看出恋爱关系是双方自愿且相互认可的，

且在亲密关系中的个体会产生情感、认知、行为等一系

列互动。但处于恋爱关系中的个体因其成长背景、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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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种种不同，当面临两难问题情境时，很有可能导

致冲突的出现，即浪漫关系冲突。在冲突解决上，祁同

博认为情侣双方间的“沟通合作”是大学生恋人常用的

解决策略 [4]；Whitton 等人的研究也证明消极的情侣互动

方式将显著正向预测浪漫关系冲突；此外，高水平的恋

爱效能感将显著负向预测浪漫关系冲突行为的发生 [5]。

究其原因，可能是低效能感的个体在面临冲突情景时，

可能体验到更多的不可控感或无能为力感，从而在面向

冲突解决时出现无效回应。

自我效能感（efficacy）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

完成某一行为的主观判断，它是个体对自我能力的整体

认识和信念 [6]。国外学者 Riggio 等人认为恋爱效能感是

指个体评估自身在浪漫关系中发展交往能力的感知，这

种感知是普遍的，不局限于是否当前是否处于恋爱中或

是否有过恋爱经验 [7]。恋爱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

在浪漫关系中能带来期望的关系结果和满足恋人需求的

能力上的自信。我国众多学者我国学者黄成毅认为恋爱

效能感是个体对于自己是否能够解决恋爱中的问题中的

一种自我感知，是自我效能在恋爱中的体现 [8]。周露霖

的研究表明：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亲

密关系。韦丹茜也证实低恋爱效能感的个体在恋爱关系

中往往也伴随着高程度的浪漫关系冲突。众多研究表明：

良好恋爱关系的建立与个体的人格特征、自我效能感以

及家庭教养方式等众多因素有关；其中，在恋爱关系中

亲密态度开放程度直接影响着亲密关系的质量。

亲密态度，是指在一定文化背景与时期内，个体

的性心理固定化、系统化的思想反映，其中包括了对亲

密关系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三个方面 [9]。国外学者

Hendrick 等人编制并修订了外显亲密态度量表，国内学

者赵科 [10] 在该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的修订，随后

欧贤才等人进一步进行编制与修订，最终形成肯定性、

消极性、开放性和亲同性四个维度的亲密态度量表 [5]，

本研究中亲密态度的测查则基于此量表。众多研究表明，

大学生亲密态度改变与成熟与个体所接受的性教育、父

母参与程度、个体主动积极探索程度有着重大的关系 [11-

14]。尽管当前对亲密态度的探索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总

体而言，仍有较多大学生抱有消极的亲密态度，从而使

得大学生问题日益突出，其中就包括了在恋爱过程中，

发生冲突时的解决。在浪漫关系冲突中，亲密态度的积

极开放程度是否会作用于冲突的解决，至今未能有准确

的界定。

综上，拥有良好恋爱效能感的个体在恋爱关系中能

够很好的面对与解决恋爱中所发生的的冲突，而个体亲

密态度在个体恋爱效能感对恋爱冲突解决中扮演着何种

角色，至今仍未可知，基于此，本研究以广东省某高校

为例，探究个体亲密态度在大学生恋爱效能感与恋爱冲

突解决中的作用，从而为进一步探索积极有效的性教育

路径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惠州市某高校学生，共匿名发放电子问卷

749 份，经过处理，剔除不合格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

卷 544 份，问卷有效率为 72.63%。被试平均年龄为 20.02

（SD=1.52）岁，其中男性 255 人，女性 289 人。所有研究

对象均身心健康，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一般亲密态度量表

采用《青少年一般亲密态度量表》来对个体亲密态

度进行测量。该量表采用 Likert5 点计分法，共计 18 个题

项，由亲密态度的认知、情感、行为倾向以及对象性四

个维度组成，题目与维度总分的相关系数多在 0.50 左右，

维度间相关系数绝对值多数低于 0.40，各维度内部一致

性信度与重测度介于 0.58-0.80。信效度良好，可用于研

究使用。

2.2.2 恋爱效能感

采用《大学生恋爱效能感问卷》，该问卷共包含 23

个项目，包含乐观坚定、关心体贴、自卑怀疑、独立自

主、矛盾化解五个维度，采用 Likert7 级评分方式对大学

生恋爱效能感进行测量，克隆巴赫系数为 0.89，且五个

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0-0.85。

2.2.3 浪漫关系冲突量表

采用《大学生浪漫关系冲突量表》，该量表共包含冲

突内容、强度、解决期待、应对效能感、威胁感五个维

度，共计 20 个题项。该问卷重测信度为 0.72，各因素的

内部一致性新书为 0.61-0.79，各因素与问卷总分的相关

在 0.53-0.69 之间，具有较高相关。

2.3 数据分析

采用问卷星小程序，对问卷进行统一方发放，对无

效数据进行剔除，随后采用 process 宏程序对数据进行

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各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大学生恋爱效能感、亲密态度与浪漫

冲突解决之间的关系，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 person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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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如下表 1 所示。结果表明：亲密态度可显著

负向预测个体恋爱效能感、冲突解决期待以及冲突的应

对效能感、冲突的解决（r=-0.28**，p<0.01；r=-0.24**，

p<0.01；r=-0.22**，p<0.01；r=-0.21**，p<0.05；）。 个

体亲密态度越消极时，个体的恋爱自我效能感、冲突解

决期待、冲突的应对效能感、冲突的解决越差。反之亦

然。而亲密态度却可显著预测冲突强度，即亲密态度越

消极，情侣在面向冲突时，冲突强度也越大（r=0.26**，

p<0.05）。而恋爱自我效能感与浪漫关系冲突中的各维

度都显著相关，主要表现为：恋爱效能感与冲突内容、

冲突强度成显著负相关（r=-0.36**，p<0.01；r=-0.35**，

p<0.05），与冲突解决期待、冲突应对效能、冲突的解

决 成 显 著 正 相 关（r=0.49**，p<0.01；r=0.53**，p<0.05；

r=046**，p<0.05）。

3.2 亲密态度在恋爱自我效能感与浪漫关系冲突中的

中介作用

为进一步检验亲密态度在大学生恋爱自我效能感和

浪漫关系冲突中的作用，以个体恋爱自我效能感为自变

量，亲密态度为中介变量，浪漫关系冲突为预测变量来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采用 process 宏程序来进行验证，

数据分析结果如下图 1 所示：

图1　大学生亲密态度的中介效应模型

路径系数显示（见上图 1）：以恋爱自我效能感为

自变量，亲密态度为中介变量，冲突解决期待、冲突的

应对效能干、冲突的威胁为预测变量，中介模型成立

（β=0.06，P ＜ 0.01，β=0.07，p ＜ 0.01；β=0.059，p

＜ 0.01，95% 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亲密态度在恋爱

自我效能感与冲突解决期待、冲突应对效能以及冲突的

威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4　讨论

4.1 大学生恋爱情况与亲密态度的性别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当下大学生中有过恋爱经验或当前

正在恋爱的人群占比为 49.8%，与以往众多学者的研究

结果相一致；这直接表明：大学生在校期间有将近一半

的人群有过恋爱经历或当前正处于恋爱中；在部分报告

中 [15]，该比例甚至更高，达至 67%。在个体恋爱效能感

上，不同性别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在亲密态度上差异

显著。这也就意味着，相对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更为

开放且积极的亲密态度。究其原因，可能与不同性别获

取信息的途径存在一些不同。尤其当下平等、独立观念

的宣传与深入人心，使得女生在亲密态度的积极开放程

度上要显著高于男性。

4.2 恋爱效能感、亲密态度与浪漫关系冲突的模型关

系分析

在本研究结果中，大学生恋爱自我效能感与亲密态

度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即恋爱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其亲

密态度的积极开放程度也会较高。以往研究显示，积极

开放亲密态度的获得与家庭教养方式、认知图式等都有

着重要的联系；而上述因素同时也影响着个体恋爱效能

感的程度，遂恋爱效能感能够很好地负向预测亲密态度。

而在浪漫关系冲突上，本研究将其分维度进行研究，结

果发现：只有在冲突解决期待、冲突应对效能感以及冲

突威胁这三个分维度上，亲密态度在其中的部分中介模

型方可成立，其在冲突内容与冲突强度上中介模型无法

成立。以“恋爱自我效能感→亲密态度→冲突的应对效

能感”模型为例，冲突的应对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感在冲

突情景或状态下的一个衍生产物，遂恋爱自我效能感与

冲突的应对效能感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亲

密态度的积极开放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冲突的应对效能，

按照相关学者研究结果，拥有更为积极开放的亲密态度

个体，在面对冲突情境时，能有效应对的信心，遂亲密

态度在恋爱自我效能感对冲突的应对效能感的影响中能

够起到一定的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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