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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女生婚恋观念的干预研究》课题成果及其后续成果在本校进行了检

验，面向整个大学生群体，选择新入学的大一学生实施了连续的干预。通过问卷

调查和个别访谈以及学生行为的前后变化，干预效果明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婚恋观念的变化和恋爱行为的改变。

检验过程：

根据科研成果制定了课堂教学、学生处、团委和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多部门合

作的干预方案。《思想道德修养课》课堂教学、学生处和团委的工作、学校心理

咨询中心共同搭建一个立体平台，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完成对学生婚恋观的干

预，培养其科学的婚恋观念，指导其正确的婚恋行为。

具体实施方案：

一、《思想道德修养课》课堂教学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通过《思想道德修养课》的理想、信念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新的人生目标，

让他们有新的人生追求，从中获得学习的动力。使他们认识到，爱情只是人生中

的一部分，不能把它看成全部，每个人要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教育女大学生在

激烈的社会竞争下，要有更高的社会理想追求，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通过价

值观教育，使学生懂得一个人只有在奋斗与奉献中才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

自我价值追求的过程中，使学生开拓新的人生境界。通过恋爱、婚姻和家庭教育，

让学生懂得恋爱是两个人的相互尊重、欣赏和促进。帮助他们学会辩证地去看待

人生，我们在享受恋爱、婚姻、家庭的美好的同时，也需要承担其中的责任。

二、学生处、团委工作承担婚恋观念和“性”教育活动

学生处和团委通过组织活动加强学生婚恋和“性”教育。通过讲座《大学生

“性”心理知识》，观看“性”心理视频材料《花季雨季》进行科学“性”知识

的传授，通过讲座《“性”伦理》、《西方的“性”自由与“性”教育》《中国

传统的婚恋道德精华在当下的困境》《“性”法律知识》对大学生进行婚恋道德

与法律教育。另外，团委组织一些专业技能，体育活动，社团活动，通过这些活

动，学生丰富了自己的生活内容，开拓了自己活动的空间，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

值，减少了学生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或孤独或展示自己魅力的非婚姻目标的恋

爱。

科学“性”生理和“性”心理知识帮助同学们认识男性与女性的生殖系统以

及青春期的生理发育，以及生命的产生过程；使当代大学生揭开“性”神秘的面

纱，改变“性”蒙昧状态，让同学们明白生理的发育引起的心理变化。了解“性”

的发展规律，避免因自己生理变化产生的一些心理反应，甚至厌恶抵触，从而用

科学的“性”知识指导自己的生活，自觉地强化“性”心理卫生保健，以健康的

心理正确对待“性”的骚动，提高自控能力，减少与“性”有关的疾病发生，保

障身心的健康发展，并采取适当方式释放“性”心理能量。帮助学生了解“性”

病、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及其危害，有助于她们洁身自好，慎重对待“性”，树立

正确的“性”观念。要在大学生中进行一些“性”防范及“性”安全教育，使其

学会保护自己。对不慎染上病毒或患病者要教育他们正确对待，积极科学地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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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性”道德教育，就是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应该树立科

学的恋爱观，遵循爱与尊重；有利和不伤害的原则，提高他们对两性关系的社会

责任感和义务，以增强大学生的“性”心理控制能力和“性”生理抵抗能力，避

免“性”道德失范。同时对西方的腐朽的“性”道德加以批判，使他们能辨别是

非，树立正确的“性”道德观念。并提高自身的“性”修养。

学习“性”法律知识，使大学生在“性”行为中有法可依。使大学生在两性

关系中自觉守法，知道在现实社会中什么样的两性关系是正当的，哪些行为是法

律法规禁止的，从而在处理两性“性”行为中约束冲动、控制情绪、平衡心态，

使自己的行为控制在法律范围内。

三、教务处辅助《思想道德修养课》的课堂教学，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婚

恋观。举办讲座：《解读爱情》《恋爱中的两性关系》，观看录像：《两性差异》，

组织辩论会 1、爱情是理想的还是现实的；2、婚姻的基础是爱情还是经济；3、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培养学生科学的爱情观。举办讲座 1、《受西方价值观影响

我国大学生存在的问题》2、《领悟人生真谛创造有价值的人生》，举办讲座：性

别与发展，进行科学性别知识的传授。

通过一系列的干预措施，大学生懂得婚恋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私事，它会涉及

到周围人和社会，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给他人带来痛苦，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因

此，每个人都应当有社会责任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影响负责任。

必须用理性控制自己的性本能，自己的“性”行为控制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

使大学生正确处理事业和爱情的矛盾，抵制“爱情至上”的思想影响；正确

处理爱情、婚姻与学业的关系，郑重而严肃地对待学业和恋爱、爱情和性的关系，

自觉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观念的影响。

帮助女学生认识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认清女性的优势和不足，积极

挖掘自己的潜能，抓住自己的发展机会，培养女学生自我意识和主体精神。使她

们懂得只有自己有追求，有目标，才能拥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

四、心理咨询中心负责对婚恋出现问题的个别求助者进行干预

对于自己不能解决的困惑或因恋爱产生心理冲突的同学，需要到心理咨询室

专门进行疏导。因为问题的出现反映了自己的心理问题，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另外，问题造成的伤害也需要专业人士疏导。

对干预的结果进行问卷调查，进行前后对比，结果如下：

婚恋目的：干预前，已结婚为目的的占 60%，干预后以结婚为目的的占 92%
婚恋道德方面：对“我认为发生性行为不会考虑道德问题”的统计，干预前：

选择非常符合的占 63.3%。干预后选择非常符合的没有。其它的选项也都表现出

对性道德观念的认同。

对于婚外情：干预前，反对的占 58.3%，干预后占 93.4%，干预前自己也可

以接受的占 10%，干预后自己可以接受的占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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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性”行为：干预前对“为了自己的经济需要与人发生性行为”的统计

中，拒绝的的占 80%，“不确定”的占 3.3%，干预以后，拒绝的占 93.3%，“不

确定”的没有。

失恋的态度：干预前无法接受的占 21.5%，同归于尽的占 3.1%，自杀的占

1.2%。干预后无法接受的占 3.1%，同归于尽和自杀的没有了。

学校在婚恋方面的教育：干预前需要的占 50%，干预后占 98%
课题组成员随机抽取参与干预的学生进行访谈，总结如下：

1、学校针对大学生的婚恋观的教育组织的一些列活动，你从中收获了什么？

让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我们收获很大，通过这一系列的干预措施，一方面，大学生对“性”和婚恋

有了正确的认识，懂得保护自己和尊重他人。另一方面，通过这种积极向上的集

体活动，为男女生提供交往和了解的机会，学生和异性直接接触、交流，消除对

异性的神秘感，使自己内心的“性”压抑得到释放。改变了男女关系的发展必然

导致恋爱的错误观念，我们认识到纯洁的友谊更能净化人的心灵，学会相互了解

与相互尊重，学会克制，培养两性间健康的友谊。通过活动，尤其是体育活动，

消耗了自己的荷尔蒙，使自己的“性”激素获得平衡。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使我

们的心理更加健康，更加积极向上。人格得到健康培养；理论与实践的互动，通

过实践活动改变自己的生活，通过健康的生活巩固健康的观念形成良性的循环机

制。这一系列的活动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充实而有动力，以

前整天想谈恋爱，现在。感觉不谈恋爱也挺充实。

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一个人不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

行为负责，要有责任意识，遵守道德规范，在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不能伤害

别人。

2、你们大学生在婚恋这方面还有需要哪些帮助？

希望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更大一点，当我们有困惑时，希望能够得到老师的指

导。多举办跟我们心理成长、贴近我们生活的讲座，使我们能够好地了解自己。

也希望学校多组织活动，丰富我们的课余生活，有和更多的同学相处和交流的机

会。

选取个别接受心理咨询的学生访谈，总结如下：

1、×××因为失恋萎靡不振

咨询前，我感到生活没有任何意义了，自己瞧不起自己，感到自己很差，没

人要了，没脸见人了。经过咨询，我感觉到，恋爱只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也可能

会遇到更适合我的人，经过这次挫折我收获了很多，我又感到人生的幸福。

2、×××因发现自己男朋友与多名女性交往，感到自己被欺骗，从而消极

厌世，不愿与任何交流。

咨询前我感到自己特别愚蠢，对对方那么痴情，被人家欺骗和戏弄。咨询以

后，这种感觉没有了，想想他对我也是很真心的，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他给了我

恨的的支持和帮助，给了我很多的温暖，那一段生活，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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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的婚恋观念与我不同，所以，我们现在分手了，我不痛苦了，我祝福他。

3、×××在社会上频繁与男性交往并患上性病。

在我接触这些科学的“性”知识以前，对于“性”病的传播没有深刻的认识，

学习了这些知识，我感到自己的行为非常可怕，如果被感染上艾滋病，一生都完

了。通过学习和活动，感觉学习生活也挺有意思，注意力转移到学校生活中来，

尤其是当自己在活动中取得成就感时，自己更加喜欢学校的学习生活，对于找男

朋友就没有那么多热情了。

4、×××认为自己是同性恋，心理压力很大。

以前并不太了解同性恋是怎么回事，我和×××在一起很轻松，很开心，我

们什么事都能够相互理解，就好像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所以，我们天天黏在

一起，大家所我们同性恋，慢慢自己也就认可了，感觉别人用异样的目光看自己，

后来我们自己也觉得与众不同，心理压力很大。所以，我俩相互依赖更强了。通

过咨询我们明白了我俩只是有相似的成长经历，能够彼此相互理解，从对方那里

能够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情感支持，我们并不是同性恋，所以，自己内心都轻松了，

感觉别人异样的目光也没有了。

干预后分别对男生和女生的访谈结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结果如下：

经过干预，增强了男生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他们在干预前并不了解女性的心

理和情感，所以，他们不知道以前对待“性”与情感的开放态度会对女性造成伤

害。经过干预，他们认识到，自己在恋爱中需要承担责任，所以，他们普遍认为

应谨慎对待恋爱。女生也认识到女性自身的特点，懂得了应在恋爱中保护自己，

同时，也应当尊重对方，慎重对待爱情。

结论：大学生有一定的认知能力，经过干预，澄清了一些观念，对现实问

题，他们能够去正确地认识和判断。当他们在道德认识下产生道德感时，就会克

制自己的情感和行为；当他们意识到对自己不利的后果之后，就会约束自己的行

为，规避不利的后果。《高校女生婚恋观念的干预研究》课题成果，不仅帮助学

生树立了科学的婚恋观念，为其以后的人生建立健康和谐的婚恋生活提供指导，

同时还激活了学生的心理能量，使他们青春洋溢，充满热情地投入到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