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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我国社会快速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新时代女大学生婚恋观念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她们在追求自

身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对婚恋观念的理解和选择也更为开放、自主。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和多变，有些女

大学生在婚恋观念上存在着一些迷茫和偏差，亟须对其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新时代女大学生婚恋观教育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新时代女大学生婚恋观的现状，提出构建多元机制的教育方法，以引导女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婚恋观，促进其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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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marriage	

and	 love	concepts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have	shown	an	obvious	diversification	

trend.	While	pursuing	 their	own	development	and	 realizing	 their	own	value,	 they	are	also	more	open	

and	 independent	 in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choice	of	marriage	and	 love	concepts.	However,	due	 to	

th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social	environment,	som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have	some	confusion	

and	deviation	 in	 the	concept	of	marriage	and	 love,	and	 it	 is	 urgent	 to	 carry	out	 correct	 education	

and	guidance.	The	marriage	and	 love	concept	education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views	on	 love	and	marriage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multi-mechanism	

education	method	 to	guid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correct	views	on	 love	and	marriage	

and	promot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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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时代大背景下，女大学生婚恋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多元化，开放化的特点。她们对于婚恋的选择也更加自主，对自

己的伴侣的期望也更为全面，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物质条件，更重视精神方面的交流与共鸣。但这一变化也带有诸多问题与偏差，例

如婚恋观的混乱、恋爱行为的低龄化等现象，这些都是当前社会与高校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为引导女大学生树立更加正确和健康的

婚恋观，本文从多元机制角度，提出构建新时代女大学生婚恋观教育的思路。

在这个框架下，我们认为教育不是单维的，而是多元的，应包括家庭教育，社会环境，学校教育以及自我教育等方面。家庭是个人

成长的摇篮，家庭的教育和氛围对女大学生婚恋观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家庭教育要向子女传递正确的婚恋观念，使子女树立

健康的婚恋观。同时，社会环境也是一个更大的舞台，其舆论导向、文化氛围对女大学生的婚恋观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应弘

扬良好的婚恋价值观，为女大学生提供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学校教育作为系统的教育方式，应该承担传授婚恋知识、开展心理咨询服

务、举办校园文化活动等，在理论和实践中提高女大学生的婚恋素质，帮助她们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而个人自我教育是女大学生自身成

长的重要方面，要通过主动学习和自我反思，不断提高自身的婚恋素养和能力。综合这些多元机制的构建，可以为新时代女大学生提供

一个全面、立体、互动的教育环境，能够更有效地引导她们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促进其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这不仅关照了女大学生的

个人幸福，也是对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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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女大学生婚恋观现状。

（一）择偶标准多元化

新时代女大学生在择偶时，更多地重视对方的内在品质、能

力、性格等因素，而不是外在的条件。新时代背景下女大学生择偶标

准的认识更全面、更成熟。她们不再将外貌、家庭背景等外在因素当

作标准，而是更多地关注对方的内在素质。[1] 她们认为，一个人的品

质，修养，教育水平，职业能力和责任感等是建立稳定婚姻关系的关

键。这种多元化的择偶标准彰显了新时代女大学生独立自主、理性务

实的婚恋观。她们希望通过与对方的深入交流，了解对方的性格、兴

趣、价值观等，从而寻找到真正和自己匹配的配偶。这种转变可以提

高婚姻质量，减少单一的婚恋观念引起的婚姻问题。

（二）注重两性平等

新时代女大学生的性别平等，提倡男女共同承担起家庭责任，

追求事业与家庭的平衡。新时代女大学生在发展自我的同时，也在倡

导性别平等。她们认为，在家庭中男女双方要共同承担起家务、育儿

责任，真正实现家庭和谐。这种观念的转变来自她们对性别角色的重

新审视和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她们在学业和事业上有强烈的进取心，

不愿因为婚变而放弃自己的追求。[2] 因此，她们希望自己能在婚姻中

实现事业和家庭的平衡，和丈夫共同成长。这种平等的婚恋观，不仅

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而且促进社会整体的性别平等。

（三）婚恋信息化

网络、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是女大学生婚恋信息获取、情感

交流的主要来源。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及社交媒体成为新时代女大

学生获取婚恋信息，交流情感的重要平台。她们在微信、微博、

抖音等社交媒体中了解新的婚恋观念、情感故事，甚至是通过在

线交友平台寻找合适的伴侣。婚恋观念的这种信息化趋势使女大

学生的情感与需求更加自由。[3] 同时，网络也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广

泛的信息交流空间，使她们可以接触到更多元化的婚恋观，形成

更包容和开放的婚恋态度。

（四）恋爱行为与性行为低龄化

新时代女大学生恋爱观念开放，性行为年龄提前，部分学生

存在恋爱暴力、性观念过度开放等问题。新时代女大学生的恋爱行

为与性行为，呈现出一定的低龄化趋势。性教育的普遍化和社会观

念的开放化，让女大学生恋爱的态度更加开放和自由。她们在中学

时期就有可能开始尝试恋爱，而在大学阶段，恋爱和性行为更为普

遍。[4] 这种低龄化的恋爱行为，一方面体现了女大学生对情感的追

寻与探索，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恋爱暴力、性观念的过度开放等。部

分女大学生恋爱中会受到感情伤害，甚至产生心理创伤。此外，性

观念的开放还可能引发性行为的不负责任，影响女大学生的身心健

康。因此，对这部分问题的关注和教育非常重要。

二、构建新时代女大学生婚恋观教育多元机制

（一）家庭教育机制

家庭教育在培养子女婚恋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要提高家长

对子女婚恋观教育的重视程度，首先应加强家庭教育宣传，通过

社区教育、网络平台、家长学校等多种渠道，普及正确的婚恋

观，使家长认识到在子女成长过程中，引导其形成健康的婚恋观

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长的言行举止

对子女影响很大。[5] 所以，家长要以身作则，教育子女正确的婚恋

观，要身教重于言教，给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家长在家庭生活

中要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在平等、尊重、理解的亲子关系中，

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让子女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正确婚恋观

的重要性。同时，加强亲子沟通，也是家庭教育的有机组成部

分。家长要关心子女的发展需要，以耐心地倾听和开放的态度，

了解子女的思想动态、感情变化。家长在沟通中，应当及时发现

和矫正子女潜在的不良婚恋观，用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引导

子女，使其建立起基于尊重、平等、责任感的婚恋观。家长通过

这样的沟通，既能及时地解决问题，又能加深与子女之间的感

情，共同促进子女的全面发展。通过这些，家庭教育可以为子女

建立起正确的婚恋观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帮助她们在复杂多变

的社会环境中，建立起正确的婚恋观，这对她们未来的人生道路

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二）社会教育机制

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舆论对女大学生婚恋观的形成有着不

可忽视的影响。要弘扬正确的婚恋观念，我们首先要加强社会舆

论的引导，通过媒体、公共宣传等多种途径，传播积极健康的婚

恋理念，营造一个尊重女性、倡导平等、鼓励真爱价值的社会氛

围。这样就会对女大学生的婚恋态度产生深远的影响，让她们在

充满正能量的社会环境中成长。与此同时，开展针对性的婚恋教

育宣传活动也是提高女大学生婚恋知识水平的重要手段。高校和

教育机构应当针对婚恋教育设置讲座、研讨会、工作坊等一系列

课程和活动，引导女大学生了解婚姻恋爱中的心理学、法学、伦

理学等相关知识，提高处理婚恋问题的能力。[6] 通过这些教育活动

的开展，能让女大学生理性看待婚恋关系，避免盲目追求和草率

决定，从而在未来的生活中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此外，加强对

婚恋服务机构的监管也非常重要。市场上各种婚恋服务机构和平

台，服务质量，专业性良莠不齐。政府部门要加强对这些机构的

监管，建立健全行业标准和服务规范，确保女大学生能够获得科

学、正规的婚恋服务。对违规操作、误导消费者的机构，要依法

予以查处，维护女大学生的合法权益。通过这样的监管，净化婚

恋服务市场，为女大学生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环境。

（三）学校教育机制

新时代教育背景下，高校是培养女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场

所，高校应当把婚恋观教育纳入教育体系中，系统化地为女大学

生提供必要的婚恋知识。高校通过在课程设置中增加婚恋方面的

相关教学内容，使女大学生获得恋爱、婚姻的法律知识、心理调

适技巧和人际交往能力，使其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在现实生活中

作出更理性的选择。[7] 与此同时，加强心理咨询服务是高校不可

忽视的重要环节。面对女大学生在婚恋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心理困

扰、情感问题，高校应该给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心理

咨询师可针对女大学生的个性特点，进行有个性化的咨询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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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帮助她们克服婚恋中的心理障碍，使其心理健康、情感成

熟。女大学生形成健康的婚恋态度需要这种心理层面的支持和

引导。另外，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也是提高女大学生婚恋素养的

有效途径。高校可以组织各类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

如情感讲座、心理健康日、模拟婚恋游戏等，让女大学生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婚恋知识，提升婚恋素养。这些活动能使女大

学生更好地理解婚恋，增强其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为

她们步入社会，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打下坚实基础。通过课程体

系中的婚恋观教育、心理咨询服务的加强以及开展形式多样的校

园文化活动，高校能为女大学生提供一个全面的教育环境，使她

们在知识、心理、素养等多个层面得到提高，从而在面对婚恋这

一人生课题时能够更加从容、理性地做出选择，实现自身的全面

发展。

（四）自我教育机制

新时代下，女大学生面对越来越复杂多样的婚恋环境，所以

主动学习，提高自身的婚恋素养是大有必要的。她们应该通过阅

读相关书籍，通过线上线下婚恋知识讲座，咨询专业人士等方

式，不断吸收和更新婚恋知识，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她们更好地理

解婚恋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而且还能够提升她们在婚恋关系中

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8] 同时，加强自我反思，是女大学生树立

正确婚恋观的内在要求。通过对自己的情感经历和婚恋观念的反

思，女大学生能够更加清晰地把握自己的需求和期望，发现和调

节那些有偏差的想法。这种自我反思的过程，有助于她们树立起

基于相互尊重、平等交流、责任感的基础上的婚恋观，从而在婚

恋选择时更加理性成熟。此外，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是女大学

生增进人际交往、提升婚恋能力的有效途径。女大学生通过参加

社会服务、志愿活动、实习工作等，可以接触不同背景的人，这

既可以丰富女性的社会经验，又可以锻炼她们人际沟通的技巧和

处理冲突的能力。这些能力的提高，对于女大学生婚恋情感沟通

和解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9] 在实践中，她们可以学会如何在复杂

的人际关系中保持自我，如何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他人建立和

谐的关系。女大学生通过主动学习婚恋知识，加强自我反思和积

极参与社会实践，在知识、意识、能力三个层面全面提升自己的

婚恋素养。这样自我提高的过程，就会为她们以后的婚恋生活打

下良好的基础，使她们在实现自身幸福的同时，能为社会的和谐

与进步做贡献。[10]

三、结论

婚恋观教育不单单是个体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体现。一项教育工程不是我们单方面的努力就可以完成的，它是

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家庭、社会、学校和个人等多方面力量共同

协作，形成一种合力。通过构建家庭教育、社会舆论引导、学校

课程设置以及自我提升等多元机制，更能有效地引导女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是女大学生成长的第一个环境，家长的观

念、行为对子女具有较大的影响。所以，婚恋观教育中家庭的作

用是必不可少的。家长要通过家庭教育，将正确的价值观灌输给

子女，营造和谐，平等的家庭氛围，使子女耳濡目染中形成健康

的婚恋观。社会作为大环境对女大学生的婚恋观同样有着重要的

影响。这需要通过社会舆论的引导，通过媒体、公共宣传等途

径，传播正面的婚恋观念，营造一个尊重女性、倡导性别平等的

社会氛围。同时，社会还应该提供科学、正规的婚恋服务，为女

大学生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应该将婚恋观教育纳入教育体系中

去，通过开设有关课程、开展心理咨询、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

化活动，向女大学生进行系统婚恋知识教育。通过这种教育不但

使她们懂得婚恋关系的复杂性，而且也能提高她们处理婚恋问题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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