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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ries to analyz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love views, and pro-
vides the theoretic foundation for female education, meanwhi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girl’s love view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by correlation analysis. Randomly selected 300 fe-
male college students from 2 schools are treated as subjects; “college students’ view of love ques-
tionnaire” and BIS/BAS scale (ba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 a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oncept of love includes four dimensions, namely, mate selection criteria, 
love motivation, attachment tendency, and sexual orientation, each dimension includes two fac-
tors. And the 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 consists of behavioral activation-reward (BARS), beha-
vioral activation-drive (BASD), and behavioral activation-fun seeking (BASF). The results show 
that female students’ love views in the grades and love experiences do not exist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in a whole. Traditional sexual behavior orientation in the grades and love experiences exis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alyzed by dimensions and factor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girl’s 
love views and BIS/BAS can be s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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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分析当代女大学生恋爱观现状，并通过对女大学生恋爱观与人格特质的相关分析，为恋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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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提供新的方向。本研究选用大学生恋爱观调查问卷和行为抑制/激活系统量表中文版，针对四川省

成都市两所高校300名女大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恋爱观分为择偶标准、恋爱动机、依恋倾向和性行

为取向四个维度，各维度包含两个因子。经过方差分析可知，女大学生恋爱观总体及各维度在恋爱经历

和年级上没有显著差异，除传统型性行为取向在恋爱经历和年级差异显著外，其他因子在自变量上没有

显著差异；通过对恋爱观和行为抑制/激活各维度和因子上的关系分析，证明女大学生恋爱观与行为抑制

/激活系统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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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恋爱观是关于恋爱问题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我国关于女大学生婚恋观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相关研

究结果比较少。从前人的研究中得出：女大学生的恋爱观有多种类型。恋爱观存在恋爱普遍、公开和低

龄化，恋爱方式多种多样，恋爱动机具有复杂性等特点。近年来还出现了恋爱动机不纯，一味盲从，频

繁更换恋爱对象等现象。不健康的恋爱可能会导致个体心理承受力变弱，情绪不稳定，学业受影响，滥

交等问题(金乐，2008；李建新，2008；王瑶，关薇，2010；张雪梅，2009)。国外对恋爱观相关课题的研

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恋爱在国外的高校中是很普遍的，83%的大学生报告说自己正在恋爱(Brantley, 
Knox, & Busman, 2002)。研究发现高校中 84%的大学生表示出了对婚前性行为的支持(Westera & Bennett, 
1994)。多个国家的调查表明，大部分未婚女青年已有婚前性行为经历。可见，国外大学生有较开放的性

观念。 
恋爱观各维度包含了认知、情感、行为各方面，择偶标准体现了恋爱的认知性成分，依恋倾向体现

了恋爱的情感性成分，性行为取向则是生理问题(安晓斌，2009)，而人格恰好也是由这些成分组成的模式。

不同人格类型的大学生在恋爱观上存在显著差异(杨艳玲，2007)。研究证明大学生婚恋观与人格特质存在

相关，精神质得分越高的大学生其在性爱抉择观、婚姻倾向、婚姻忠诚观上越开放，内外向得分越高的

大学生其在婚姻倾向上越保守(吴倩，2014)。恋爱观与人格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EPQ 测得的部分人格

类型与恋爱观呈高相关(安晓斌，2009)。 
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独特模式，含有个体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典型心理

品质(李彦章等，2008)。其中 Gray的人格生物学理论强调人格、情绪与神经生物学的关系(Gray, 1987, 1990)。
他认为主要有两大机制调节控制人的情绪和行为：一是行为激活系统(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 BAS)。
BAS 对奖励等正性刺激作出反应，一旦激活就产生趋近行为，并体会到积极情绪。行为激活系统分为奖

赏反应、驱力、愉悦追求三个维度。二是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IS)。BIS 对惩罚、

新奇的刺激比较敏感，它会抑制个体停止或减慢自己的行为反应，以免造成负面的后果。当 BIS 被激发

时，个体的主观感受常是消极情绪。 
前人的研究针对恋爱观、行为抑制/激活系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思考，这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

和指导作用。但同时，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国内关于女大学生恋爱观的研究较少，且年代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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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研究中虽然有关于恋爱观与人格关系的讨论，但在国内关于恋爱观和行为抑制/激活系统的相关研究

还尚未发现。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处，研究人员大多是从思想品德角度出发进行的状态性研究，而缺乏从

心理学角度出发的过程性研究。 
女大学生这一群体，作为国家栋梁，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针对她们的研究是女性研究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同时，对于女大学生恋爱观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女大学生恋爱观现状、特点、存在的问题等，

能为日后的女性教育研究提供建议。另外，Gray 的量表可以从神经生理的差异出发，解释恋爱行为和恋

爱心理中的差异。探讨恋爱观与行为抑制/激活系统的关系，也许可以从人格特质这一角度寻找恋爱的根

源，产生新的突破。最后，前人的研究大多仅从女大学生恋爱观出发进行描述性研究，相关研究较少，

研究女大学生恋爱观和行为抑制/激活系统的关系，不仅拓宽了研究思路，还进一步丰富了女大学生恋爱

观的研究内容。对女大学生恋爱观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利于使社会对女大学生恋爱观形成正确的认识，

从而为女大学生的发展提供理解、支持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对女大学生恋爱观进行研究，有利于教

育工作者针对具体问题对女大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和辅导，促进女大学生的健康发展。 

2. 方法 

本次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成都医学院和西南石油大学两所高校抽取女大学生作为研究被试，

使用《大学生恋爱观调查问卷》和《BIS/BAS 量表中文版》进行施测。共发放 300 份问卷，回收 292 份，

回收率 97.33%。剔出无效的问卷 8 份，有效问卷共计 28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26%。 
大学生恋爱观调查问卷由安晓斌编制而成，共计 47 个项目，分为择偶标准、恋爱动机、依恋倾向和

性行为取向四个维度，每个维度都包括两个因子。择偶标准包括现实型标准和理想型标准，恋爱动机包

括物质型动机和精神型动机，依恋倾向包括排除型依恋和焦虑型依恋，性行为取向则包括传统型取向和

开放型取向。问卷经过测试，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ɑ系数)达到 0．773，四个分问卷 Q 系数分别为：

0.758、0.847、0.768、O.609，表明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即测验的同质性较好，具有较高的信度。同

时问卷也具有较高的专家效度，可以使用(安晓斌，2009)。 
《BIS/BAS 量表中文版》经李彦章等人修订而成。分为 BIS、行为激活–奖赏反应(Behavioral Ac-

tivation-Reward, BARS)、行为激活–驱力 (Behavioral Activation-Drive, BASD)和行为激活愉悦追求

(Behavioral Activation-Fun Seeking, BASF)四个因素，其中后三个因素可组合成 BAS。四个因素的信度分

别为 0.59、0.72、0.66、0.55。该量表具有跨文化的适用性和稳定性，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在基本接受的范

围内，且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李彦章等，2008)。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文献资料法。数据均用 SPSS for Windows 21.0 软件进行处理。采用的统计

方法有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 

3. 结果 

3.1. 女大学生恋爱观的总体情况 

本研究对女大学生的恋爱观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1 和表 2，女大学生恋爱观总体及

各维度在恋爱经历和年级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恋爱观维度的不同因子在自量表上存在差异。见表 3，
结果表明传统型的性行为取向与恋爱经历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他因子与恋爱经历之间无显著差异。见

表 4，传统型的性行为取向与年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他因子与年级之间无显著差异。 

3.2. 女大学生恋爱观与行为抑制/激活系统的相关分析 

经过恋爱观各维度与行为抑制/激活系统的相关分析可知，见表 5，择偶标准与驱力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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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ifferences in love experiences on the overall love views and dimensions 
表 1. 女大学生恋爱观的恋爱经历差异 

恋爱经历 恋爱观 择偶标准 恋爱动机 依恋倾向 性行为取向 

有(n = 176) 129.11 ± 13.45 46.03 ± 3.47 21.38 ± 6.77 30.00 ± 6.93 31.70 ± 4.19 

无(n = 108) 130.40 ± 13.57 46.74 ± 3.96 22.26 ± 6.47 29.41 ± 6.52 31.99 ± 3.70 

t −0.78 −1.59 −1.09 0.72 −0.58 

注：“*”表示呈显著性相关 P < 0.05；“**”表示呈显著性相关 P < 0.01。 
 
Table 2. Differences in grades on the overall love views and dimensions 
表 2. 女大学生恋爱观的年级差异 

年级 恋爱观 择偶标准 恋爱动机 依恋倾向 性行为取向 

大一(n = 41) 127.88 ± 13.09 46.32 ± 3.72 21.73 ± 6.48 27.85 ± 6.06 31.98 ± 4.06 

大二(n = 105) 130.13 ± 13.57 46.24 ± 4.04 21.76 ± 6.32 30.17 ± 6.88 31.96 ± 4.36 

大三(n = 110) 129.69 ± 13.44 46.55 ± 3.34 21.29 ± 7.10 29.85 ± 6.86 31.99 ± 3.67 

大四及以上(n = 28) 129.75 ± 14.48 45.50 ± 3.50 23.14 ± 6.49 30.79 ± 6.89 30.32 ± 3.68 

F 0.28 0.63 0.58 1.44 1.45 

 
Table 3. Differences in love experiences on the factors of love views  
表 3. 恋爱观不同因子上的恋爱经历差异 

恋爱经历 现实型 理想型 物质型 精神型 排除型 焦虑型 传统型 开放型 

有(n = 176) 11.24 ± 2.06 34.78 ± 2.47 6.95 ± 2.43 14.42 ± 5.03 15.77 ± 4.22 14.23 ± 3.53 15.47 ± 3.06 16.23 ± 2.84 

无(n = 108) 11.69 ± 2.22 35.05 ± 2.42 6.99 ± 2.56 15.27 ± 4.70 15.77 ± 4.22 13.60 ± 3.69 16.42 ± 2.60 15.57 ± 2.66 

t −1.73 −0.88 −0.12 −1.41 −0.08 1.44 −2.67** 1.94 

 
Table 4. Differences in grades on the factors of love views  
表 4. 恋爱观不同因子上的年级差异 

年级 现实型 理想型 物质型 精神型 排除型 焦虑型 传统型 开放型 

大一(n = 41) 11.61 ± 2.42 34.71 ± 2.09 6.95 ± 2.92 14.78 ± 4.37 14.93 ± 3.91 12.93 ± 3.02 16.51 ± 3.17 15.46 ± 2.83 

大二(n = 105) 11.45 ± 2.19 34.79 ± 2.75 6.76 ± 2.01 15.00 ± 4.89 15.81 ± 4.18 14.36 ± 3.60 16.14 ± 2.86 15.82 ± 2.95 

大三(n = 110) 11.54 ± 1.91 35.02 ± 2.34 7.06 ± 2.65 14.23 ± 5.06 15.87 ± 3.97 13.98 ± 3.67 15.84 ± 2.77 16.15 ± 2.61 

大四及以上(n = 28) 10.54 ± 2.19 34.96 ± 2.24 7.39 ± 2.69 15.75 ± 5.25 16.57 ± 3.89 14.21 ± 3.91 13.64 ± 2.54 16.68 ± 2.72 

F 1.85 0.24 0.57 0.89 1.00 1.62 6.74** 1.32 

 
Table 5.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imensions of love views and behavioral inhibition/activation systems 
表 5. 恋爱观各维度与行为抑制/激活系统的相关关系 

项目(n = 284) 奖赏反应 驱力 愉悦追求 行为抑制 

择偶标准 - 0.21** - - 

恋爱动机 - - 0.15* - 

依恋倾向 0.13* - 0.19** 0.29** 

性行为取向 0.22** 0.20** 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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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of love views and behavioral inhibition/activation systems 
表 6. 恋爱观维度上各因子与行为抑制/激活系统的相关关系 

项目(n = 284) 奖赏反应 驱力 愉悦追求 行为抑制 

现实型 - 0.14* - - 

理想型 0.21** 0.20** 0.14** - 

物质型 −0.12* - - - 

精神型 - - 0.20** - 

排除型 - - 0.15* 0.22** 

焦虑型 0.19** - 0.19** 0.31** 

传统型 - - - - 

开放型 0.27** 0.20** 0.25** - 
 

(r = 0.21, P < 0.01)；恋爱动机与愉悦追求呈显著正相关(r = 0.15, P < 0.05)；依恋倾向与奖赏反应呈显著正

相关(r = 0.13, P < 0.05)，与愉悦追求呈显著正相关(r = 0.19, P < 0.01)，与行为抑制呈显著正相关(r = 0.29, 
P < 0.01)；性行为取向与行为激活三个维度都呈显著正相关(r = 0.16~0.22, P < 0.01)。 

经过恋爱观维度上各因子与行为抑制/激活系统的相关分析可知，见表 6，现实型择偶标准与驱力呈

显著正相关(r = 0.14, P < 0.05)；理想型择偶标准与行为激活三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r = 0.14~0.21, P < 
0.01)；物质型恋爱动机与奖赏反应呈显著负相关(r = −0.12, P < 0.05)；精神型恋爱动机与愉悦追求呈显著

正相关(r = 0.20, P < 0.01)；排除型依恋倾向与愉悦追求呈显著正相关(r = 0.15, P < 0.05)，与行为抑制呈显

著正相关(r = 0.22, P < 0.01)；焦虑型依恋倾向与奖赏反应和愉悦追求都呈显著正相关(r = 0.19, P < 0.01)，
与行为抑制呈显著正相关(r = 0.31, P < 0.01)；开放型性行为取向与行为激活三个维度都呈显著正相关(r = 
0.20~0.27, P < 0.01)；而传统型性行为取向与行为抑制/激活系统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4. 讨论 

4.1. 女大学生恋爱观的现状分析 

在问卷调查中谈过或正在谈恋爱的女大学生有 176 人，占样本的 61.97%，与前人的研究一致(杨程，

2012)，这说明女大学生的恋爱现象十分普遍。传统型性行为取向这个因子在恋爱经历和年级上都存在显

著差异。传统型性行为取向把性与道德等同，是个体反对婚前性行为的观念(安晓斌，2009)。在此因子上，

谈过恋爱的女大学生得分明显低于没有谈过恋爱的女大学生。这与张鸿等人的研究结果不同，但合乎常

理(张鸿，杨成伟，陈琳，2013)。可能是因为谈过恋爱的女大学生有更多的机会面对性这一问题，她们与

伴侣交流过关于性的话题，甚至有过性体验，所以能更加包容和大方，对性的态度更加开放。而未谈过

恋爱的女大学生对爱情的想象相对单纯，没有什么讨论性话题的时机和性的体验，把性看得十分严肃，

因此性观念相对保守。在传统型性行为取向上，不同年级的女大学生差异也很显著，这与前人研究结果

一致(张鸿，杨成伟，陈琳，2013)。随着女大学生年龄增长、年级升高，她们开始对性行为的问题进行更

深入的思考，自身和身边朋友的经历也都会让她们对性的态度产生变化。大四及以上的学生得分明显偏

低，与吴倩的研究结果一致(吴倩，2014)。这是因为脱离学校去单位实习让她们不再有“学生”之感，在

社会压力下婚恋观更实际和开放。而有稳定恋爱对象的女大学生甚至开始考虑婚姻、家庭问题，性对于

她们来说不过是平常小事，因此对性的态度也更加包容。 

4.2. 女大学生恋爱观与行为抑制/激活系统的相关分析 

择偶标准与 BAS 的驱力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现实型择偶标准与驱力呈显著正相关，理想型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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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行为激活三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择偶标准指是指个体在选择恋爱对象时的内在倾向，有现实型

和理想型(安晓斌，2009)。行为激活系统对正性刺激作出反应，一旦激活就产生趋近行为，并体会到积极

情绪，而驱力反映了个体接近正性刺激的意愿(彭茜，2012)。择偶标准高低反映个体对伴侣条件的重视程

度高低。对于重视条件的女大学生而言，如果潜在恋爱对象越趋近于自己的标准，即正性刺激越强烈，

她们追求对象的意愿就会越强烈。现实型的择偶主要以对方的家庭条件、身体条件及其个人地位为择偶

标准；理想型的择偶主要以对方未来的发展潜力、对自己的态度以及与对方相处的可能性为择偶标准(安
晓斌，2009)。由结果可知，理想型的择偶标准与 BAS 的相关系数更高，这是因为理想型的个体对爱情

抱有更多幻想和期待，对恋爱一事更渴望，因此更容易产生恋爱行为。而现实型的人在大学期间对恋爱

对象的家庭条件等往往还缺乏明确的了解，因此相对不那么容易恋爱。 
在恋爱动机上，物质型恋爱动机与奖赏反应呈显著负相关，精神型恋爱动机与愉悦追求呈显著正相

关。恋爱动机，是产生和维持恋爱行为，并使恋爱朝向某一目标的动力，它分为物质型和精神型。物质

型恋爱动机对应现实型择偶标准，主要体现在工作、经济、家庭生活等物质方面的需求，而精神型恋爱

动机主要反映了大学生在恋爱时体现自我价值、从众、性心理、情感等需求(安晓斌，2009)。物质型的恋

爱动机与奖赏反应呈负相关，这是因为奖赏反应的题项更多强调个体在精神上的追求，而精神上的兴奋

对物质型的人来说达不到行为激活的效应。而精神型的恋爱动机则不同，它主要服务于个体内心，受情

绪、态度影响，当个体自觉其在恋爱关系中能获得愉快时，行为就得到激活。 
依恋倾向与 BIS 呈显著正相关，与 BAS 的奖赏反应、愉悦追求呈显著正相关(其中排除型依恋倾向

与愉悦追求成显著正相关，与行为抑制呈显著正相关；焦虑型依恋倾向与奖赏反应和愉悦追求都呈显著

正相关，与行为抑制呈显著正相关)。依恋倾向主要是指个体在恋爱过程中的成人依恋模式，包括排除型

和焦虑型两种。排除型依恋倾向体现在恋爱中控制对方的需求以及对控制不能的焦虑，焦虑型依恋倾向

主要反映在恋爱过程中放弃自我意识以维持恋爱关系的愿望(安晓斌，2009)。行为抑制系统对负性刺激比

较敏感，它会抑制个体停止或减慢自己的行为反应。当 BIS 被激发时，个体主要感受到消极情绪。依恋

倾向与 BIS 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李娜，2012)。依恋倾向越高，个体在恋爱关系中就越

强势或越迁就，这使得她们在相处过程中易产生问题和矛盾，引发负性情绪(郭庆童，2007)，比如控制不

能的焦虑，或是过度忍让的委屈，表现得压抑和回避(郭庆童，2007)。而 BIS 的题项正好考查了个体的

消极情绪和反应。另一方面，依恋倾向越高，行为激活水平越高。这与李娜的研究一致，她认为不安全

型依恋的个体在与恋人相处过程中，容易采取攻击行为、过激策略引起关注，依恋焦虑与表达宣泄呈显

著正相关(李娜，2012)。因为太在乎恋人，她们用激进的方式吸引恋人的注意，一旦获得对方的反馈，尝

到一点点甜头，行为就加以强化。值得说明的是，由于 BAS 和 BIS 有着各自独立的生理机制，因此 BAS
的高低和 BIS 的高低互不相关(彭茜，2012)。 

在性行为取向上，开放型性行为取向与行为激活三个维度都呈显著正相关，而传统型性行为取向与

行为抑制/激活系统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性行为取向是个体在恋爱过程中对性问题的态度和趋向，分为

传统型和开放型。传统型性行为取向把性与道德等同，是个体反对婚前性行为的观念，而开放型性取向

是性与道德相分离的认识倾向，符合性解放的观念(安晓斌，2009)。性取向开放的女大学生面对这一问题

时，更多的是考虑性本身的诱惑和带来的愉悦，对性的好奇大于防备，在恋爱过程中可能更容易产生性

行为。而性取向传统的女大学生则更多受到传统道德、家教等的束缚，因此对性怀有戒心。 
大学生恋爱有利有弊，其利弊根源并不在于恋爱本身，而在恋爱者自身，是恋爱者双方与恋爱这一

事件以及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恋爱观不仅展现了女大学生对恋爱一事的态度和看法，同时反应出

了她们的人格特点和价值取向。正确的恋爱观对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而不正确的

恋爱观容易引发一系列问题，不仅阻碍大学生的人格发展和身心健康，甚至为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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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因此，引导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十分必要。目前，女大学生的恋爱动机和择偶标准变得功

利化和不纯正，存在拜金主义思想。应加强她们的精神文明教育，正视现实，从自身条件出发(王瑶，关

薇，2010)。在依恋倾向上，排除型与焦虑型都是消极的依恋，其实很容易陷在是否恋爱的矛盾中。当代

大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更容易在恋爱中产生以自我为中心、过度依赖等问题。因此大学生应重视对亲

密关系的处理，给彼此适当关心的同时保持舒适的距离。而对于性行为取向，作者认为，传统型的人可

能更倾向于以婚姻为目的的交往，开放型的人往往容易混淆性行为和恋爱，需要给予引导，帮助他们树

立正确的性态度，自尊、自爱，不滥交。总的来说，良好的人格有利于大学生较好地处理恋爱关系，而

健康的恋爱也有助于促进人格的完善。 

5. 结论 

一、女大学生恋爱观总体及各维度在恋爱经历和年级上没有显著差异。 
二、除传统型性行为取向在恋爱经历和年级上差异显著外，其他因子在自变量上没有显著差异。 
三、择偶标准与驱力呈显著正相关，恋爱动机与愉悦追求呈显著正相关，依恋倾向与奖赏反应和愉

悦追求呈显著正相关、与行为抑制呈显著正相关，性行为取向与行为激活三个维度都呈显著正相关。 
四、现实型择偶标准与驱力呈显著正相关，理想型择偶标准与行为激活三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物

质型恋爱动机与奖赏反应呈显著负相关，精神型恋爱动机与愉悦追求呈显著正相关；排除型依恋倾向与

愉悦追求呈显著正相关、与行为抑制呈显著正相关，焦虑型依恋倾向与奖赏反应和愉悦追求都呈显著正

相关、与行为抑制呈显著正相关；开放型性行为取向与行为激活三个维度都呈显著正相关，而传统型性

行为取向与行为抑制/激活系统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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