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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部取消在校大学生婚姻禁令以来，在校大学生的婚恋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校园恋情日趋普遍，恋爱动
机多样，恋爱花费不断攀升；性观念日趋开放，性行为增多，性动机多样；对婚姻目的的认识颠覆传统看法，婚姻意向年龄

提前，生育态度不一，对婚姻的责任认识不足。这不仅与“禁婚令”废止有着直接的关系，更有其深刻的内外因，如社会

环境的诱导，制度约束的松弛，学校教育管理的不足，家庭教育的弱化，学生自身认识的偏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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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年教育部颁布实施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删除了原规定中“在校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

理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的内容。“禁婚令”废止

近十年来，在校大学生婚恋情感发展究竟发生了哪些变

化，带来了何种影响，给大学生婚恋教育带来了哪些挑

战，是一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课题。为此，本课题组在

相关高校进行了专题问卷调查，目的就是掌握“禁婚令”

废止十年来在校大学生的婚恋状况及婚恋倾向，为加强

和改进大学生婚恋教育提供现实依据。

１　调查对象与方法
根据典型调查的理念，课题组随机抽取了长沙、湘

潭、武汉、郑州、北京、广州等地２０所本专科院校部分在校
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进行了在校大学生婚恋现状专题

调研。问卷由３６道题构成，涉及在校大学生的恋爱观、性
观念和婚姻观三方面的内容。一共发放问卷３０００份，收
回有效问卷２９５６份，回收率为９８．５％。其中，大一７２８
份，大二７１５份，大三８４２份，大四５３５份，硕士研究生１５６
份；男生１５２０份，女生１４３６份。为确保调查的真实性，
调查人员由统一培训的陌生人担任，调查前专门强调了

问卷填写纪律和注意事项，并保证绝对保密。调查对象

在匿名条件下当场填写问卷、当场交卷。问卷回收后，对

原始数据进行了微机处理。

２　调查主要结果
２．１　恋爱观方面

调查发现，在校大学生恋爱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

恋爱动机多样。在大学生恋爱动机的多选题中，２３．４０％
的学生是为了选择人生伴侣，２１．３７％是为了积累人生经
验，１３．７４％是为了缓解学习压力，１０．６６％是打发无聊时
光，１２．５４％是解决生理需求，１２．５７％是寻求刺激，５．７２％
是随大流。第二，恋爱行为普遍。在“你们班有多少同学

正在恋爱或谈过恋爱”的问题中，２６．８０％的学生认为其
约占２／５，２３．７５％的学生估计达到３／５，其他学生的选择
甚至是４／５或者基本上全部。而且，６８．６９％的学生认为
不存在或偶尔存在纯美爱情，只有３１．３１％的学生相信一
定存在。在各种恋爱动机的驱使下，恋爱也已成为部分

学生心中盲目追求的一种生活乐趣。第三，恋爱时间提

前。当被问及“第一次恋爱发生在何时”时，１６．７３％的学
生选择的是中小学，２８．４０％的初恋发生在高中期间。这
其中，经历过２次或２次以上恋情的学生达３５．４１％。第
四，时间投入长。有３５．０９％的学生选择每天１～３小时
与恋人在一起，２１．４８％是超过３小时甚至朝夕相处，而仅
有１２．４１％是控制在１小时以内的，剩余２３．６５％是偶尔
在一起。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恋爱花费了学生不少时

间。第五，恋爱花销大。针对“平均每月的恋爱经费”问

题，４８．９２％平均开支在２００～５００元之间，１７．８０％是每月
多于５００元的。他们经费的来源，其中有５５．８３％的学生
是从自己生活费中挤出来的，１０．９０％和９．９３％分别是自
己的奖金和打工赚的，１１．２３％的学生是父母专门给的，
还有１０．１５％的是恋爱对方出的。恋爱的高消费势必会
给这部分学生带来一定的经济压力，尤其是针对那些从

自己生活费中挤出来或者要靠奖金和打工进行补贴的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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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性观念方面
第一，性知识缺乏。在“自身性知识掌握情况”一题

中，３２．６１％的学生认为不系统，３１．５３％的学生认为基本
满足需要，１３．８２％的学生觉得很缺乏，７．０１％的学生认为
无所谓，大部分学生认为自身的性知识缺乏。第二，性观

念开放。“你认为恋爱多久可以发生性行为”一题中，

６５８％的学生选择随时都可以，５．３９％认为热恋中就可
以，虽然所占比率不大，但也可看出部分学生的性浅薄认

识。在保持自身婚前贞操可能性的预测上，１８．２５％的学
生认为是较小，７．２３％的学生认为完全不可能，１２．９５％的
学生认为不清楚。在问及对结婚伴侣的贞洁性要求时，

仅有２４．７３％的学生要求为必须是处男处女，其他学生认
为无所谓。有些学生甚至希望最好不是，希望对方有性

经验，只要婚后忠贞就行。可见，当代大学生对于性行为

的认识已不再固守传统，他们在对待性的问题上表现出

了明显的开放意识。第三，性行为明显增多。在“你曾与

恋人发生过哪种行为”中，１１．７７％的学生回答是性交。
在回答“所在班级大致有多少同学与异性同居或开过房”

一问时，仅有３２．５０％的学生回答说没有，回答大约是１／５
的占３７．６８％，还有１３．１７％、１１．１２％分别选择的是２／５
和 ３／５，更有２．４８％认为是基本全部。第四，性行为动机
多样。在关于婚前性行为的选题中，２１．９６％的学生认为
是爱情发展的必然，２１．６４％理解为正常的生理需要，
２４２３％是两情相悦的结果，２５．６３％表示能够理解，而选
择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缺乏教养的行为”和“必须加

以谴责”的人数总共仅为７．５４％。对于大学生同居，仅有
３１３１％的学生表示厌恶和反对，而４６．００％对此表示理
解，其余的表示支持和提倡。这表明，在校大学生对婚前

性为的接受程度明显提高。

２．３　婚姻观方面
根据调查，在校大学生婚姻观上具有以下特点：第

一，对婚姻目的的认识颠覆传统看法。在对婚姻看法的

多选题中，仅有３９．８４％的学生将婚姻视为恋爱的结果，
７．２３％的学生认为大学恋人不会成为终身伴侣，也就是
说毕业就意味着失恋。而３３．８４％的学生认为婚姻是人
生的义务，３７．３６％认为是生活的必须。同时，也有多达
２７．９６％的学生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和事业的障碍。
在有些大学生看来，婚姻似乎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存在。

第二，婚姻意向年龄提前。在回答“希望什么时候结婚”

时，有４．６４％的学生是大学期间，１６．２０％是大学毕业。
大学已成为恋爱与婚姻的一个连接符。部分大学生有在

大学阶段和大学毕业后马上进入婚姻殿堂的想法，这是

与当下流行的“裸婚”思潮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在大学期

间结婚的利弊一题中，只有３０．０６％的学生认为是弊大于
利，其他大部分则是利大于弊或者态度不明。可见，大学

期间成婚已然已成为一种可接受的现实，这甚至还被认

为能带来诸多的好处。第三，生育态度不一。２１．９２％的
学生只想生一个小孩，４１．３６％的学生希望生两个，

１１６１％学生希望生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小孩，１６．６３％是一
个都不想生。一个都不想生的占据了将近１／５，这明显是
受到了西方“丁克”思想的影响。第四，对婚姻的责任认

识不足。在回答“婚前性行为带来的影响”时，有２５１６％
的学生认为有助于今后的婚姻生活，２７．８６％的学生认为
可以促进性成熟，这明显是对自身婚姻的一种不负责

态度。

３　原因分析
３．１　社会环境的诱导

社会作为大学生婚恋教育的大背景，对大学生婚恋

观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据调查，在校大学

生恋爱之所以越来越普遍，４２．３３％的学生认为是社会不
良环境的影响，２１．９２％的学生认为是校园周边可租房增
多。受调查的学生认为，社会对在校大学生婚恋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开放的性观念直接

影响大学生的婚恋观。３７．０４％的大学生的性知识来自
于网络，开放的西方性观念也就随着影视作品等逐渐普

及，不少人在接受的时候没有进行有效的甄别，而是全盘

吸纳，甚至是曲解，简单地将性等同于一种生理索求，这

深深影响了大学生的性观念和性行为。第二，社会拜金

现象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婚恋态度。拜金一度成为网络热

词，这种思想也随之深深地驻扎在了大学生的身上，表现

为部分学生恋爱经费的透支状况［１］。第三，网络黄色信

息刺激大学生追求婚恋快感。互联网鱼目混珠，形形色

色的黄色信息充斥其间，给大学生的心身健康发展带来

极不利的影响，部分学生甚至盲目模仿，利用恋爱片面追

求感官刺激。第四，社会快餐文化影响大学生的婚恋行

为。如今的时代，是一个“快餐化”的时代。不管是学习、

工作还是恋爱，人们都在追赶人生的进度，采取一种超速

运行的行为。当代大学生的恋爱观受其影响很深，快速

更换伴侣，盲目跟风恋爱，成了大学生恋爱的一种常态。

第五，社会道德缺失现象影响大学生的婚恋态度。在经

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人们的道德素质遭到严峻考验。这

映射在大学生的恋爱观上，体现为对待感情的不理智，甚

至是扭曲的做法。在校大学生性行为增多一定程度上也

是由社会整体道德素质滑坡导致的。

３．２　制度约束的松弛
自从２００５年教育部实施的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理规定》删除了原规定中“在校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

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的内容后，教育行政规章与

国家法律在大学生婚恋教育管理上已经协调一致。按

理，作为教育行政规章的延伸，高校校规也亟待进一步完

善，这是高校对大学生婚恋问题实施教育管理的前提基

础［３］。这些年来，许多高校废除了原先禁止在校大学生

结婚的相关规定，但对大学生婚恋教育管理的内部制度

安排还很不完整、很不严密，既无法充分发挥制度本身的

教育、引导、规范、启示作用，也无法实施有效的教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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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这在相当程度上放任甚至助长了大学生不健康婚恋

情感行为的发生。在调查中，２５．７０％的学生认为是制度
的松弛导致了在校大学生恋爱的普遍化。

３．３　学校教育管理的不足
高校作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环境，对大学生婚

恋观的形成起着主导性的作用。高校领导者的重视程

度、规章制度的执行制定、婚恋教育课程的设置与否等各

方面，都对大学生婚恋观的形成与成型产生直接的影响

力。在回答“高校在大学生婚恋行为的教育与管理上是

否发挥了应有作用”一题中，仅有９．２８％的学生认为发挥
了，其他则是没有发挥，或者与学校关系不大，不好说之

类的回答。同时，有２９．９１％的学生认为学校管理的松懈
是导致性行为增多的主要原因。可见，学生婚恋观中存

在的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其主导性作用的

发挥不够。其一，高校对大学生婚恋教育重视不够。据

调查，３４．３２％的高校对婚恋观是不重视的，甚至还有
３１９６％的高校几乎没有婚恋观教育的内容，仅有１．４０％
和１５．１１％的是很重视、比较重视。可见，大部分高校对
大学生婚恋观的形成都采取漠然的态度，任其自由发展，

给学生错误婚恋观的形成以有机可乘。第二，课程设置

零乱。目前，大学生婚恋观的教育虽然已提上日程，然而

仍有大部分学校很少或者没有开设过相关的性教育的课

程，更没有开展过相关方面的活动，普及一些必要的性知

识。即使是开设了课程的学校也只是零散地进行授课，

甚至是放在公共选修里面，大部分同学都无法真正接触

到婚恋观教育的实质与内涵。因而，课程设置的零散或

者完全缺乏化已弃学校的主导作用于不顾［４］。

３．４　家庭教育的弱化
家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的一言一行在不知不觉

中左右着孩子的思想与行动。这其中就包括对孩子婚恋

观的影响。第一，家长的表率作用欠缺。身教胜于言教，

作为起着表率作用的家长往往会成为孩子往后模仿的对

象。父母营造的家庭在孩子心中更是不可磨灭的。家庭

的幸福程度甚至会影响大学生对恋爱与婚姻的价值判

断。因此，对于从小生活在幸福家庭的孩子，他们在婚恋

观方面往往表现得更为积极。第二，家长的意见态度不

明。父母在孩子婚恋观的形成中扮演着引路人的角色。

他们的支持或反对往往会左右着孩子对于婚恋的判断。

调查显示，５８．４０％的父母是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只有
１４．２５％的父母是坚决反对，其余的都表示支持。积极的
引导能促使孩子形成正确的婚恋观。反之，放任自流、毫

不过问则可能导致孩子对婚恋产生偏差的认识和理解。

第三，家长的教育行动不足。在大学生性知识的来源调

查中，仅有３．２３％的学生的性知识来自于父母。在中国
这个传统观念浓厚的国度中，大部分家长在性教育这一

板块采取漠视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是难于启齿的事情，于

是就对孩子性知识的掌握情况不管不顾，但这导致的只

会是孩子性知识的缺乏［５］。因此，家长应该担负起自己

应有的责任，从婚恋、性教育等各方面着手，帮助孩子树

立正确的婚恋观。

３．５　自身认识的偏差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在婚恋观

的形成中，个人的思想行为占据主体地位，起着关键作

用［６］。首先，婚恋认识存在偏差。很多大学生把谈恋爱

当成是大学期间的必修课或是潮流，甚至认为不谈恋爱

会让人看不起，因而大多数学生都将其视为自己必经过

程。在“选择恋爱对象考虑因素”的多选中，有２３．２１％的
学生选择的是家庭背景，３８．３３％是相貌，４１．３６％是学历，
１８．１４％是亲友意见，这么多的外在因素为单纯的恋爱蒙
上了一层现实因素。在一段恋情结束后，有些学生会选

择瞄准新的对象来彰显魅力，有些学生则会通过新恋情

来愈合创伤。恋爱期间，恋爱时间的“高消耗”和恋爱经

费的“高投入”也体现出一种错误的意识。性观念的过于

开放、性行为的增多更是反映出他们婚恋观不成熟的问

题。其次，分不清大学生活的主次。由高中的封闭式全

方位管理转移到大学的开放式引导方式，有些同学难以

适应。据调查，４７．７３％学生认为恋爱现象增多是由学习
枯燥和进取心不够造成的。他们对于大学生活没有一个

明确的规划，不知道怎么调整学习的节奏，怎样参与到大

学的文化活动中。恋爱成为了这些大学生使用过剩的时

间和派遣寂寞的一个方式。这种功利性质的恋爱必然也

会引发一些问题，在婚恋观上就表现出恋爱动机的盲目

性和恋爱行为的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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