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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婚恋观与系统家庭动力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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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新时代大学生婚恋观与系统家庭动力现况及两者关系，探索提高大学生婚恋观策略。方法 采用大学生婚恋观调查
问卷和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量表，向 505 名本科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通过 t 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性别、
与父母交流差异、籍贯、家庭排行、父母夫妻关系、专业均在不同程度上对大学生的婚恋观与系统家庭动力存在影响差异；大学
生婚恋观与系统家庭动力存在不程度的相关关系。结论 新时代大学生的系统家庭动力与婚恋观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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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
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 , 互联网应用的推广和普及为多样化的生活方
式提供了可能。当代的大学生 , 他们既是新时代
的“弄潮儿”，同时也是正处于适婚年龄的一群
人，恋爱和婚姻是大学生的重要人生课题，大学
生群体的婚恋观念及价值取向是影响个体婚恋行
为模式及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引导当代大学生
坦诚面对情感问题，维护社会、家庭安宁与和谐，
是值得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1]。

家庭是大学生重要的生活和成长环境，是大
学生婚恋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场所。系统家庭
动力是从系统的角度去了解家庭内部成员的心理
过程、行为、沟通以及家庭和外部环境间交互作
用，对家庭中心理过程和人际关系互动模式进行
抽象概括，是一个能够整体评估家庭系统的一个
指标。系统家庭动力对大学生婚恋观的塑造起到
一定的影响作用，研究其两者的关系有助于引导
大学生及其家庭教育如何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通过问卷星平台向广东省某本科院校随机发

放问卷 505 份，回收有效问卷 505 份。具体数据
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资料（N，%）

项目 类别 例数（N） 占比（%）
性别 男 206 40.8

女 299 59.2
家中排行 1 278 55

2 136 26.9
3 50 9.9
4 26 5.1
5 10 2

6 或以上 5 1
专业 文科类 174 34.5

理科类 149 29.5
艺术类 80 15.8
医学类 4 8
工科类 98 19.4

籍贯 城市 127 25.1
城镇 137 27.1
农村 241 47.1

是否交流有关婚恋与性爱
的问题

是 108 21.4

否 397 78.6
父母婚姻关系状况 很好 244 48.3

（稿件编号：FED-25-1-2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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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206 40.8
很差 55 10.9

（二）研究工具
参考相关国内外研究，本课题采用苏红的《大

学生婚恋观调查问卷》（简称“CMLCQ”）和
杨建中、康传媛、赵旭东等修订的《系统家庭动
力学自评量表》（简称“SSFD”）。在 CMLCQ
中，包含性爱抉择观 8 个项目、婚姻角色观 5 个
项目、婚姻自主观 4 个项目、婚姻倾向 5 个项目、
恋爱动机 4 个项目、婚姻忠诚观 5 个项目、婚姻
价值观 3 个项目，共计 7 个因子、34 个项目；在
SSFD 中，包含家庭气氛 8 个项目、家庭系统逻
辑10个项目、个性化6个项目、疾病观念5个项目，
共计 4 个因子、29 个项目。

（三）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统一录入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通过 t 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对
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量表各因子得分及总分
以均数（M±SD）表示，以 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对大学生婚恋观与系统家庭动力状况
各维度描述性统计

在 CMLCQ 量表中，总体得分为 3.05±0.36，
各因子得分从高到低分别为性爱抉择观 > 婚姻倾
向观 > 婚姻忠诚观 > 恋爱动机 > 婚姻价值观 >
婚姻自主观 > 婚姻角色观。其中性爱抉择观、婚
姻倾向观、婚姻忠诚观分数位列前三，婚姻价值
观、婚姻自主观和婚姻角色观分数最低，由此可
见大学生婚恋观诸因子之间的水平是不平衡的。

在 SSFD 量表中，总体得分为 2.88±0.28，
各因子得分从高到低分别为家庭系统逻辑 > 家庭
氛围 > 疾病观念 > 个性化。其中家庭系统逻辑
得分最高，个性化得分最低。

（二）不同变量对大学生婚恋观及系统家庭
动力的影响

1. 性别对大学生婚恋观及系统家庭动力的影
响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探究大学生婚恋观及
系统家庭动力在性别上的差异可知，男大学生
的 CMLCQ 总分高于女大学生，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CMLCQ 的各个维度显示，男大学生
的婚姻角色观、婚姻倾向观和婚姻忠诚观的分
值均高于女大学生，女大学生的情爱抉择观、
婚姻自主观和恋爱动机的分值要高于男大学生，
差异均非常显著（P<0.01），而婚姻价值观在
性别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系
统家庭动力的比较上，男女性别的得分差异不
存在统计学意义。

2. 是否与父母交流婚恋性爱对大学生婚恋观
及系统家庭动力的影响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探究大学生婚恋观及
系统家庭动力是否因与父母交流婚恋性爱存在
差异可知，有与父母交流婚恋性爱的大学生在

CMLCQ 中的婚姻自主观会比没有与父母交流婚
恋性爱的大学生要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
系统家庭动力方面，有与父母交流婚恋性爱的大
学生在家庭系统逻辑维度上要比没有与父母交流
婚恋性爱的大学生要高，但在家庭氛围、个性化、
疾病观念和家庭动力总分比没有与父母交流婚恋
性爱的大学生要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籍贯对大学生婚恋观及系统家庭动力的影
响

通过方差检验、多重比较探究大学生婚恋观
及系统家庭动力是否因不同籍贯存在差异可知，
在 CMLCQ 中恋爱观总分受籍贯影响，其中城
市籍贯大学生的恋爱观总分高于于农村籍贯大学
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系统家
庭动力的比较上，家庭系统逻辑、个性化和疾病
观念受籍贯影响，其中城市籍贯大学生的家庭系
统逻辑高于城镇籍贯和农村籍贯大学生且具有统
计学意义，城市籍贯大学生的个性化高于农村籍
贯大学生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城市籍贯大学生
的疾病观念高于城镇籍贯大学生且具有统计学意
义。

4. 家庭排行对大学生婚恋观及系统家庭动力
的影响

通过方差检验、多重比较探究大学生婚恋观
及系统家庭动力是否因家庭排行存在差异可知，
在 CMLCQ 中婚姻角色观、婚姻自主观、恋爱
动机、婚姻忠诚观、婚姻价值观、恋爱观总分受
不同家庭排行影响。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具体如表 2 所示。

在系统家庭动力的比较上，只有家庭动力总
分受家庭排行影响，其中排行第一的大学生得分
要低于排行第四的大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2 大学生婚恋观及系统家庭动力的家庭排行差异

变量
(I) 家庭排

行
(J) 家庭排

行
平均值差
值 (I-J)

标准误差 显著性

婚姻角色观 1 3 0.00 0.11 0.01

2 3 -0.32 0.12 0.009

3 4 0.52 0.18 0.004

婚姻自主观 1 3 -0.21 0.09 0.022

2 3 -0.25 0.10 0.013

恋爱动机 1 4 -0.39 0.17 0.018

2 4 -0.36 0.17 0.036

婚姻忠诚观 1 3 -0.28 0.12 0.026

1 5 -0.63 0.26 0.016

2 5 -0.56 0.26 0.036

3 4 0.45 0.19 0.021

4 5 -0.80 0.30 0.008

5 6 以上 0.96 0.44 0.03

婚姻价值观 2 5 -0.37 0.17 0.033

5 6 以上 0.67 0.29 0.021

恋爱观总分 1 3 -0.14 0.06 0.011

2 3 -0.13 0.06 0.036

3 6 以上 0.41 0.17 0.017

5 6 以上 0.48 0.20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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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父母夫妻关系对大学生婚恋观及系统家庭
动力的影响

通过方差检验、多重比较探究大学生婚恋观
及系统家庭动力是否因父母夫妻关系状况存在差
异可知，在 CMLCQ 中婚姻自主观、婚姻倾向观、
婚姻忠诚观、恋爱观总分受父母夫妻关系状况影
响。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系统家庭动力的比较上，家庭系统逻辑
受父母夫妻关系状况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3 大学生婚恋观及系统家庭动力的父母夫妻关系状况差异

变量
(I) 父母夫

妻关系
(J) 父母夫

妻关系
平均值差
值 (I-J)

标准误差 显著性

婚姻自主观 很好 很差 0.22 0.09 0.015
婚姻倾向观 很好 一般 0.35 0.08 0

很差 0.44 0.13 0.001
婚姻忠诚观 很好 一般 0.28 0.08 0
恋爱观总分 很好 一般 0.10 0.03 0.003

很差 0.13 0.05 0.018

6. 专业对大学生婚恋观及系统家庭动力的影
响

通过方差检验、多重比较探究大学生婚恋观
及系统家庭动力是否因专业不同而存在差异可
知，在 CMLCQ 中性爱抉择观、婚姻自主观、
婚姻倾向观、婚姻忠诚观、婚姻价值观和恋爱观
总分受专业不同影响。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在系统家庭动力的比较上专业差异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如表 4 所示。

表 4 大学生婚恋观及系统家庭动力的专业差异

变量 (I) 学科 (J) 学科
平均值差
值 (I-J)

标准误差 显著性

性爱抉择观 文科 医科 0.72 0.33 0.029
艺术类 医科 0.73 0.33 0.03

婚姻自主观 文科 理科 0.16 0.07 0.018
医科 0.65 0.30 0.033

婚姻倾向观 文科 理科 -0.30 0.10 0.003
工科 -0.36 0.11 0.001

理科 艺术类 0.40 0.12 0.001
艺术类 工科 -0.46 0.13 0.001
工科 医科 0.94 0.45 0.038

婚姻忠诚观 文科 理科 -0.32 0.09 0
理科 艺术类 0.26 0.11 0.019

婚姻价值观 理科 艺术类 -0.18 0.07 0.016
恋爱观总分 医科 文科 -0.40 0.18 0.028

理科 -0.47 0.18 0.011
艺术类 -0.39 0.18 0.034
工科 -0.46 0.18 0.014

7. 大学生婚恋观与系统家庭动力的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婚恋观与系统家庭动力做相关分

析，可知大学生婚恋观与系统家庭动力存在相关。
相关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情况见
表 5。

表 5 大学生婚恋观及系统家庭动力的相关分析

因素 家庭氛围
家庭系统

逻辑
个性化 疾病观念

系统家庭
动力总分

恋爱观总分 -.184** 0.076 -0.047 -.135** -.100*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三、讨论与分析

调查显示新时代大学生的婚恋观目前处于传
统观念与现代观念之间，在性爱方面比较传统、
专一，向往婚姻、渴望幸福的婚姻生活，并比较
重视性伴侣的忠诚和婚姻的忠诚。而在恋爱动机、
婚姻价值观、婚姻自主观、婚姻角色观这几个方
面的观念比较现代和开放。

调查显示新时代大学生的系统家庭动力中，
大学生在家庭愿意采用多元逻辑思维来处理问
题、而不是“非此即彼”，此外新时代大学生家
庭气氛相对沉闷、家庭成员之间情感和行为的分
化程度相对较高，以及会在一定程度认为问题无
法靠自身解决。

大学生婚恋观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且男生
的分数普遍高于女生，说明男生在婚恋观观念上
比女生更为传统，具体体现在男大学生的婚姻角
色观、婚姻倾向观和婚姻忠诚观的分值均高于女
大学生。

当大学生与父母交流婚恋性爱相关问题时，
有与父母交流婚恋性爱的大学生对于如何选择婚
姻伴侣会主要听从家人的意见，没有与父母交流
婚恋性爱的大学生倾向依靠自己的意见。在系统
家庭动力方面，有与父母交流婚恋性爱的大学生
会更倾向以多元思维思考家庭问题，此外家庭氛
围会更轻松、家庭角色更独立，但会认为自身问
题会容易受家庭因素影响。

地域籍贯对大学生婚恋观和系统家庭动力存
在影响。城市籍贯大学生相对农村籍贯大学生来
说对婚恋更为保守。同时城市籍贯大学生对解决
家庭问题思路会更多元、家庭角色更加独立，以
及更为认可解决问题时自身的努力和责任。

家庭排行对大学生婚恋观和系统家庭动力存
在影响，比较突出的主要是排行第一和排行第三
的大学生。家中子女排行第一的大学生对婚姻角
色看法更为传统，但如何选择伴侣会相对依靠自
己的想法、恋爱驱力相对较强、看待家庭中夫妻
双方的忠诚情况相对开放，总体来看婚恋观会相
对其他排行的大学生会更现代与开放。另外家庭
排行第一的大学生在系统家庭动力上显示较好。
而排行第三的大学生对婚姻角色看法也比较传
统，而且选择伴侣会更为遵从父母的意见、恋爱
驱力相对较弱、比较看重夫妻双方的忠诚，总体
来看婚恋观会相对保守。

父母夫妻关系对大学生婚恋观存在影响。父
母夫妻关系很好的大学生，婚恋观会更加传统；
而父母夫妻关系一般或关系很差的大学生，婚恋
观更为开放，面对婚恋会更随意、更容易发生不
理性的行为。

专业对大学生婚恋观存在影响。文科专业大
学生的婚恋观相对保守，对发生性行为会更谨慎，
对父母关于婚恋意见会更遵从，对婚姻向往程度
不高但确立婚恋关系会看重双方的忠诚。而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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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大学在婚恋观上则更显开放。
系统家庭动力对大学生婚恋观存在相关关

系。家庭氛围轻松的大学生，他们的婚恋观会更
加稳定、保守，会更愿意听取父母的意见，更向
往婚姻、看重婚姻的忠诚等。

四、关于促进新时代大学生婚恋观的策略探
索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大学生在新时代存在的婚
恋观与系统家庭动力状态以及两者的关系，提出
以下教育策略的路径与方法的建议。

有研究发现，个体固有的婚恋观形成于孩童
时代和青年早期，稳定于大学时代，而且个体随
年龄与经验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婚恋观。虽然在大
学生成长过程中会因社会化作用影响婚恋态度的
变化，但父母夫妻关系状态、子女与父母关于婚
恋观点的交流在学生理解婚姻和树立婚姻观方面
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在父母经常发生冲突的家庭
中的青年更加认可婚前同居，而且他们把同居作
为成功婚姻的“试金石”。综上所述，新生的婚
恋观形成与家庭相关，因此家庭也应负起教育子
女的责任 [2-4]。

要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培养学生独立、理
性、自律、负责的道德人格，使其在面对婚恋问
题时更加理智和负责任。要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
婚恋不仅仅是为了性欲，还意味着责任和义务；
婚恋双方不仅要求相互信任、忠诚，还要求互相
帮助、负责。应帮助大学生充分认识性别角色及
其承担的社会责任，要培养其对恋爱、婚姻的忠
诚品质，增强其对未来家庭的责任感，强化自身
的道德约束力，提高自我选择能力，做一个身心
协调、健康发展的社会人。应在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中开展严肃的、科学的性知识和性心理教育，
同时还要进行性法制教育，引导大学生加强自我
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性道德和性观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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