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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加强当代女大学生的婚恋教育 

陈芳 

(滁州学院，安徽滁州，239000) 

[摘要] 社会转型带来了人们婚恋观念的巨大变化，也对大学生的婚恋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生理和社会的 

因素，女大学生的婚恋教育需要格外加强。新时期的女大学生婚恋教育重在引导女大学生处理好学业与爱情、同 

居与爱情、就业与婚姻等关系，同时还要确立正确的婚恋教育目标和掌握相应的婚恋教育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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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诗人歌德所说，哪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 

女不怀春？对于正处于恋爱择偶期的大学生们来 

说，对婚恋问题的关注和对恋爱的尝试已不可否认 

地成为部分大学生在校生活的一部分。但针对大学 

生的婚恋教育在我国却一直较弱，尤其是专门针对 

女大学生的婚恋教育更是亟待加强。 

首先，相对于男生来说，由于生理、社会等各 

种原因，女生更易在婚恋中受到伤害，进而更易妨 

碍其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其次，由于社会转型而引 

起的人们价值观、婚恋观的变化给思想尚不成熟的 

女大学生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导致了她们在婚恋 

观、 价值观上的错位， 从而引发了大量的现实问题。 

例如：调查显示广州有近六成女大学生表示愿嫁 

“富二代” ； [1] 近九成女大学生认同婚前同居； [2] 

急嫁族、毕婚族、校园征婚、曲线就业等词语近年 

来不断涌现；二奶、情人、第三者、包养、堕胎等 

负面词语不时地与女大学生相联……这些现象一 

方面折射出了我国高校女大学生们在社会转型期 

人生观、价值观的多元化倾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 

社会转型期加强我国高校女生的婚恋教育工作刻 

不容缓。 

一、必须正确处理的几对关系 

要想引导女大学生们顺利走出青春的沼泽，成 

功步入人生成长道路的正轨，就必须着重引导她们 

正确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一）学业与爱情 

学业与爱情的关系是女大学生们难以控制而 

又必须正确处理的。正确协调好二者的关系不仅有 

利于女大学生们正确处理在大学阶段的学习和生 

活， 有利于她们自身学业的发展、 爱情的顺利进行， 

更对其将来走向社会及其人格的发展，人生观、价 

值观的树立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那么，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而使其协调发展 

呢？当代著名学者、教育家邵力子这样说过： “青 

年以求学为先，对婚姻及恋爱问题，不宜全神贯 

注。 ” [3](764) 这句话可以给我们很深的启发：首先， 

青年人应以求学为先，不宜过分专注于婚恋问题。 

要把学业放在首位，一切都要以学业为中心，都要 

为学习服务，不要因爱情而耽误学习，虚掷光阴。 

其次，正视爱情。既无需违背青年人自身的成长规 

律对美好爱情无情地加以禁锢压抑，对爱情敬而远 

之、视而不见；也不必爱情至上，把爱情当作生活 

的唯一追求，整天卿卿我我、如痴如醉、坠入情网 

不能自拔。 

在具体行动上，女大学生们可以尝试分三步 

来处理爱情与学业的关系：第一步，结合实际先分 

别制定爱情与学业二者的目标，在自己心里对这两 

个目标有一个大概的掌握。例如，大学毕业时，我 

的学业应该怎么样，我所渴求的爱情到底是一个什 

么样的性质，恋爱对象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等 

等。第二步，根据目标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比如， 

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恋爱，找一个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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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恋爱对象等等。第三步，在争取使二者达到 

和谐发展的同时，学会与他人沟通及自我反思，及 

时调整学习目标和爱情目标，从而达到爱情和学业 

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美好境界。 

（二）同居、婚前性与爱情 

随着社会的巨变，受西方性解放思想及市场经 

济观念的剧烈冲击，大学生的婚姻观、爱情观、贞 

操观也正在遭遇巨大的挑战。例如，据有关调查显 

示，有近三成的学生持“不求天长地久，但愿曾经 

拥有”的爱情观；有超过 60％的大学生赞成婚前性 

行为，赞成的人数比例比以往大大提高；有 70％的 

大学生不反对婚前同居。 [4] 与上述观念相伴，目前，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情侣到校外租房同居，共筑爱 

巢。 

这里不对大学生同居的对与错做出判断，只谈 

一谈女大学生们同居、婚前性的诱因和后果。同男 

生相仿，女大学生与异性同居、发生婚前性行为， 

也几乎都是源于一时的冲动。她们的同居与婚前性 

行为的促成原因，不外乎下面几种： 
1. 源于观念的异化。在当今社会大背景下，西 

方文化的入侵，使得一部分女生的思想慢慢西化， 

她们把贞操看作是对自我个性的束缚，出于叛逆， 

她们会跨越思想与传统的禁区，发生婚前性行为、 

过起同居生活。 
2. 源于空虚、从众或虚荣心理。未婚同居和婚 

前性行为曾被视为伤风败俗、有悖道德的叛逆之 

举，但不知不觉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部分 

人群中，它们却似乎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标榜 

爱情胜利的宣言。在这种大背景下，有部分女生或 

是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孤独，或是本着随大流的 

从众心理，或是为了展示自己的魅力而选择与异性 

恋爱同居。 
3. 源于爱情。前文说过，大学生谈恋爱已经是 

大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很多人把同居当作 

是爱情的象征。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有的女生会 

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情到深处，自然而然发生婚前 

性行为和同居；有的女生出于对家长和环境的顾 

虑，本不想发生婚前性行为，但为了爱情、为了投 

男友所好而同居和献身。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对于尚在求学阶段的女大 

学生们来说，同居和婚前性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对 

自我行为、意志的放纵，只不过这种放纵是打着爱 

情的旗号。既然是放纵，就会带来相应的恶果，而 

作为女性，女生们事后吞下的恶果则往往更为苦 

涩。首先，不利于自己的人生发展。例如：在校外 

租房， 离群索居， 缺乏和班上同学正常的思想交流； 

因同居而迟到、早退、旷课，严重影响了学习；同 

居环境复杂多样，学校难以管理，留下安全隐患。 

其次，经济负担加重。不少大学生情侣都是实行 
AA 制，在没有经济基础、前途不确定的情况下， 

房费、水、电、煤气等生活开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而增加这些不必要的花费对身心毫无益处。再次， 

心理压力沉重。大部分同居学生，都是在隐瞒家长 

和老师的情况下同居在外，因而心中时常怀着对家 

长和老师的愧疚和对自己的谴责，有了困难也不敢 

向家长和老师倾诉交流，一切想法都闷在心里，同 

时还要承受身后的流言， 久而久之身心疲惫。 另外， 

婚前性行为还会给女生们带来妇科病、 流产、 堕胎、 

辍学、自杀等一系列不该发生的事情，而恋人间一 

旦分手，这种经历又可能成为女生日后乃至终身婚 

恋生活的阴影，甚至影响一生的幸福！ 

现实表明，同居和婚前性行为给女大学生们带 

来的伤害要远大于它所带来的短暂快乐。女大学生 

们要时刻对同居和婚前性行为持保守、矜持的态 

度，要时刻对自己负责任而不是让别人来对自己负 

责任，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放纵而追悔终身！ 

（三）就业与婚姻 

如今， “毕婚族”已成为百度百科里的一个新 

词条， 专门指一毕业就结婚的大学生。 拿了毕业证， 

就领结婚证，成了不少女大学生的梦想——就业压 

力这么大，如果能通过结婚来共同分担生活压力， 

也算是一种“曲线就业” 。她们要么是与大学时代 

的恋人结婚；要么是毕业后不着急找工作，而是积 

极相亲，把目标放在事业有成、比较成熟的男士身 

上。不过，刚出校门就步入婚姻殿堂，女大学生们 

往往在心理上和经济上都没有充分的准备，会为将 

来的婚姻生活埋下隐患。所以，新时期的女大学生 

们必须弄清楚就业与婚姻的关系。 
1.  女生应如何看待就业？女性要想真正取得 

独立，只有在经济上先取得独立。历史早就证明这 

是不争的事实。例如鲁迅《伤逝》中的子君、易卜 

生 《玩偶之家》 中的诺拉都想争取妇女的自由独立。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经济自主能力、没有社会生存 

能力，前者最终只能在爱情消亡后被逼上死路，后 

者在离家出走后也没有下文。她们的遭遇足为那些 

热衷于当毕婚族的女生们诫。幸运的是现在已远不 

是子君和诺拉所处的时代，社会发展到今天，女性 

已拥有了广泛参与社会、参与竞争的权利。这是社 

会的进步，是女性的骄傲。作为女性中的皎皎者， 

新时代的女大学生们应该格外珍惜女性们经过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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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努力而好不容易得来的平等工作的权利，万不 

可因逃避一时的就业压力就自愿再回到过去的那 

种没有自我、完全依附于男子的生活。 

职业带给一个人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独立，它还 

会带来很多金钱无法买到的宝贵东西。诸如：正常 

的社会人际交往、必要的社会经验、自我价值的实 

现、独立的人格、积极进取之心……为了逃避就业 

而急切走入婚姻家庭的女大学生们在逃避了就业 

压力的同时，也失去了与外界保持联系的机会、失 

去了认识人生社会的能力、失去了社会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久而久之也就会失去了自尊自信，沦为只 

能依附于别人而生存的攀援植物。 
2. 女生应如何看待婚姻？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 

眷属” ，这句话反映了国民对婚姻的传统态度。婚 

姻应该以感情为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 

的。健康的婚姻应该是感情的自然深化，同时，婚 

姻双方能够在婚姻中情感上互相愉悦依存，人生道 

路上相互独立而又协同发展，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 

的一味索取和依赖。例如，堪称成功幸福婚姻楷模 

的马克思和燕妮的婚姻就是这样，二人的婚姻以深 

厚的感情为基础，而各自又在保持独立人格的基础 

上互相扶持走完了人生旅程。 

新中国成立时废除买卖婚姻的政策不知道是 

多么大快人心，而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也从来就是 

遭到大多数人的唾弃。在婚姻问题上，作为新时代 

的知识女性，女大学生们应当积极充当社会的楷 

模，去倡导促进社会形成正确的健康的婚姻观，而 

不是被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大潮卷入拜金主义的泥 

潭。 
3. 不拿婚姻赌明天。 有相当一部分女生把结婚 

当“出路”以缓解即将面临的就业压力，但是从长 

远的角度看，不论是与大学时的恋人结婚还是嫁给 

成功人士，这种在婚姻上急功近利，以眼前的婚姻 

去躲避就业压力、换取明天幸福的做法是非常不可 

取的。这样做也许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却未必有利 

于日后的长远发展。首先，由于缺乏经济独立，为 

了躲避就业压力而选择当“毕婚族” 、当全职太太 

的女生们很难保证自己能在婚姻中保持人格和精 

神独立，容易变为他人的附庸，从而丧失女性的独 

立性。其次，由于结婚后就停止了自我充电、不再 

追求上进，毕婚族女生们在长时间的家庭生活、相 

夫教子中，思维等各方面与社会脱节，等到再出来 

工作的时候，难以再找到自己的发展轨迹，从而丧 

失社会生存能力，而婚姻也会因两个人的脚步不一 

致而亮起红灯。所以，为了幸福的明天，女大学生 

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酌情选择婚姻和事业，要 

勇于面对社会，挑战自我，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而不是急功近利地以婚姻为赌注，盲目地走进婚 

姻。 

二、女大学生婚恋教育的目标和途径 

毫无疑问， 我国高校女生现阶段在恋爱、 择偶、 

异性交往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她 

们的身心健康以及学习与生活。为此，高校思想教 

育者必须要明确女大学生婚恋教育的正确目标并 

积极探索与之想适应的教育途径。 

（一）当代女大学生婚恋教育目标 

有人曾说过除了增加稳固家庭的数量之外，世 

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人类生活得更幸福的了。 

婚恋教育的目的就是一方面让女大学生们明白不 

论恋爱、择偶还是性都是关系到人生最终幸福的大 

事，因为它们都是直接关系到今后自己组建的家庭 

是否和谐、幸福、稳固的基本元素。必须谨慎、理 

性、智慧地处理恋爱、择偶、性问题，否则必将付 

出沉重的代价；另一方面使女大学生们形成符合社 

会主流的婚恋观，减少她们因婚恋问题而引发的事 

故。 

（二）当代女大学生婚恋教育途径 

在当今的大环境下，我们要积极探索女大学生 

婚恋教育的可行途径，可以尝试通过以下几方面来 

进行：

1. 教育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随着市场 

经济的扩张渗透，新一代女大学生更为注重个人的 

物质享受，在选男朋友和择偶时出现了极强的实用 

主义倾向，把婚姻当成工具，将自己的人生寄望于 

婚姻。于是，她们中的不少人认同“干得好”不如 

“嫁得好” ，崇尚投机取巧的市场竞争规则，热衷 

为了少奋斗  20 年而去找一个事业有成、有经济基 

础的人。 

这种婚恋观无疑是片面的。追根溯源，它其实 

是我国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遗留下来的以男性为 

中心的传统性别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的遗留。在传统 

社会里，古代女子主要在家庭接受“礼教”及“妇 

道”的教育，此类教育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 ， 

以“三从四德”作为女子的行为准则。例如，班昭 

的《女诫》就从卑弱、专心、曲从等方面论述了女 

子所接受的“从人”教育和为奴教育。因此，在传 

统社会里，女性的角色仅限于妻子和母亲，在家庭 

里女性就必须贤惠温淑、端庄持重、相夫教子，要 

依顺、服从、服务于男性。那些深信干得好不如嫁 

得好的女生们骨子里其实就是深受传统“妇女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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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思想和社会偏见的影响，淡化了自身的自主意 

识和进取意识。当她们在选择嫁得好的同时，其独 

立的社会地位、独立的主体价值也就丧失了；当她 

们在选择物欲的享受和虚荣心的满足时，其自我的 

尊严也就泯灭了。 

所以，帮助女大学生们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是目 

前女大学生婚恋教育的最基本的途径。为此，必须 

要加强女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从理论上 

帮助女大学生们解决种种思想困惑，帮助她们处理 

好恋爱中的各种关系，帮助她们树立远大的目标， 

摆正爱情的位置，使她们清醒地认识到正确的恋爱 

观应该是理想、道德、义务、事业和性爱的有机结 

合。 
2.  营造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基于利益的趋 

使，目前部分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网站不负 

责任地大肆宣扬急功近利的婚恋价值观，在社会上 

形成了不良的舆论价值导向，从而误导了本身价值 

观、人生观还不够成熟的年轻人。如：在  2010 年 

火爆的电视相亲节目《非常勿扰》中，女嘉宾马诺 

的名言“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单车上笑” ， 

即是这种舆论的典型代表。虽然在房价的压力、金 

融危机冲击、黯淡的就业前景下，部分女性用美貌 

换取舒适生活的出发点可以理解，然而如果金钱成 

为女性步入婚姻与否的决定因素，婚姻也就蜕变成 

合法化的情色交易。而如果这种观点成为社会意识 

的主流，那么无疑将带来整个社会道德的沦丧和败 

坏。 

令人欣慰的是，马诺们的言论引来了骂声一 

片，前文中希望嫁富二代的女大学生们也受到了人 

们的谴责。当然，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希望通过 

政府的主导行为，社会各界多方面联合起来，营造 

出合理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让我们 

的女生们明白：急功近利的方式并不是通往幸福的 

捷径；美满婚姻需要双方的共同付出，而不仅是单 

方的索取；新时代的女性应该积极投身于社会去实 

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而不是做只会攀援的凌霄花。 
3. 突出人格教育。实际上，女大学生婚恋教育 

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是与我国目前现行的应试教育 

息息相关的。在升学的压力下，学校和家庭总是过 

多地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而相对忽略了他们的人 

格教育，例如：抗挫折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吃苦 

耐劳精神、独立自主能力等。而一些家长则在孩子 

的成长过程中重男轻女，有意无意地给女孩子灌输 

女孩子不如人，女孩子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庸俗思 

想；或者无条件地溺爱，导致孩子养成虚荣、攀比、 

好逸恶劳等不良习惯。由于没有形成健康的人格， 

所以这些女孩子长大以后就不能理性地对待婚恋 

问题，如没有正确的婚恋观、经不住婚恋挫折、摆 

不正恋爱的位置、恋爱中缺乏自制力等等。因此， 

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目前教育上的不足之处，加强 

人格教育，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面教育、引导 

激励女大学生们成长成才。例如通过营造良好的校 

园文化，开阔她们的眼界、陶冶她们的情操、提升 

她们的品位，使她们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 

取向及心理素质等方面与校园主导文化相一致；通 

过改变传统的禁欲主义的消极态度和方法，引导她 

们的性意识朝着健康方向发展，使她们在恋爱中保 

持自尊、自爱、自信和自立……只有具有了健康的 

人格，她们才能理性地去面对和处理在人生道路上 

出现的婚恋、事业等诸多问题。 

三、结语 

社会在转型，时代在巨变，伴随着人们价值观 

的变化，婚恋观的变化亦成为焦点、热点。虽然我 

国的高等教育已不同于过去的精英教育，但是，女 

大学生们仍然是当代社会女性中的皎皎者。她们是 

以高知、年轻、有活力、有想法为鲜明特性的一个 

群体，她们的婚恋因而总是引人关注。作为女性， 

她们以其独有的细腻体验着爱情、体验着人生；作 

为学生，她们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不亚于社会上其 

他女性，而且在追求爱情中表现出大胆奔放、富有 

当代气息的特征，是前几代知识女性所无法比拟 

的。但是，她们在婚恋问题方面也的确存在着太多 

太多的问题。女大学生婚恋教育任重而道远，如何 

引导女大学生们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理智地处理婚 

恋问题，从而引领高尚的时代潮流成为摆在每一个 

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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