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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 on document analysis and interview, love conformity was divided into six dimensions, which 
include comparing, concept of love, desire for love, the influence of club and family, self-confi- 
dence and assertive. 200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lleges participa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ale on love conformity for college student. The result of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and con-
struct validity shows that the scale on love conformity for college student has fin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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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查阅文献和访谈，将恋爱从众细分为攀比性，恋爱观，对恋爱的向往，社团与家人的影响，自信心

以及主见六个维度。以200名不同高校的大学生为被试，编制了大学生恋爱从众量表。对问卷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结构效度进行检验，表明大学生恋爱从众量表具有良好的理论构想和良好的信效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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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恋爱话题一直以来都是引人关注的，特别到了大学时期，按照埃森克的八阶段理论，这个时期大部

分学生都处于亲密对孤独的时期，能否很好地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直接影响到他们是否会顺利地度过

这一时期从而更好地进入下一时期。随着大学生身心发育日趋成熟，他们对恋爱关系的渴望程度上升[1]。
许多学生从高中升入大学之后，都会面临着对爱情的定义和理解、应该如何开展和维持恋爱关系等问题

[2]。虽然是热点问题，但是由于大学生的年龄尚小资历尚浅，这其中也暴露着很多问题[3]。由于大学生

这一社会的特殊群体，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其各方面的发展都应该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因此，对大学

生恋爱情况进行调查并且完善前人没有进行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男女双方培养爱情的过程称为恋爱，处于恋爱状态的男女会产生特别强烈的互相倾慕[4]。细分之下，

大学生恋爱从众的行为表现主要包括：(1)恋爱现象从众，指恋爱这种现象的从众；(2)恋爱动机从众，指

恋爱动机层面的从众；(3)恋爱标准从众，指选择恋爱对象时的标准的从众；(4)性观念从众，指对于性的

态度和观念层面的从众；(5)恋爱方式从众，指恋爱过程中的恋爱行为的从众[5]。 
从众一词对大众来说并不陌生。从众心理，即指“一个人在社会中受某个群体的影响，最终放弃自

己的意见，转变原有的态度，采取大多数人相一致的行为现象”[6]。通俗地说，从众就是“随大流”、

“人云亦云”。从众心理具体可以表现为：消费从众，指高校校园里学生之间形成的讲名牌、讲排场、

比阔气的风气；学习从众，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指在学习上的某些行为的从众；入党从众；

择业从众等。此外，在校园中，恋爱观和性观念在学生群体之间也极具感染性，此为恋爱从众[7]。 
随着大学生在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发展和成熟，加上高中时代时社会环境对早恋的强烈抵制，大学生

群体对恋爱这种从未接触过的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渴望；同时，在开放自由的大学环境中，恋爱一

事极具感染性。在这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存在着很多大学生在恋爱观和恋爱行为等方面“随大流”的情

况。由此，对大学生恋爱从众的行为的研究极具现实意义。 
尽管到目前为止，对恋爱现象以及恋爱观的研究有很多，但是，如何判断大学生是否基于从众而恋

爱，即是否恋爱从众的方法的研究还是空白的。因此，本研究意在编制一个大学生恋爱从众量表，借此

工具来测量大学生恋爱从众的程度或是潜在的恋爱从众的程度，以此测出大学生在恋爱一事上是否存在

从众的动机和行为，以便更好地及时调整在恋爱上出现的偏差，使大学生在恋爱方面可以发展得更好。 

2. 方法 

2.1. 项目收集 

为了了解大学生恋爱从众量表的理论构想与实际情况的适宜性，以及了解恋爱从众的维度构成情况，

本研究首先对 21 名大学生进行了访谈。访谈的形式包括面对面访谈，聊天工具(qq，微信等)在线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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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保证被采访者不中断访谈过程，访谈过程连续进行。 
通过参考文献以及访谈得出的结果编制问卷，初步编制的问卷基本情况如下：加上背景资料：是否

单亲、性别差异、年级差异、城乡、家庭经济等基本人口变量后形成施测问卷，施测问卷共 46 个项目，

包括社会背景 12 个项目；对恋爱的迷茫性 7 个项目；个人因素 20 个项目(自信心 5 个项目、独立性 3 个

项目、外向性 3 个项目、主见 3 个项目和该维度其它项目的 6 个)；成长背景 5 个项目和权威人物的影响

2 个项目。 

2.2. 被试 

被试来自不同高校的在校大学生，总共发放 22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99 份。被试主要构成特征

如表 1 所示： 

2.3. 效标工具 

本研究选用一项效标题作为自编的中学教师工作满意度问卷的效度指标。根据被试对问卷最后的效

标题的回答，计算其他 60 个项目(5 道测谎题除外)总分与该项目得分间的相关。 

3. 结果与讨论 

3.1. 项目分析 

计算每个题目与总分的相关性，将相关较低即相关的显著性低于 0.05 的题目剔除。项目分析后保留

37 个题目。其中社会背景 12 个项目；对恋爱的迷茫性 6 个项目；个人因素 13 个项目，具体分为：自信

心 4 个项目；独立性 1 个项目；0 个项目；主见 2 个项目，该维度里其它项目的 6 个；成长背景 4 个项

目；权威人物的影响 2 个。 

3.2. 探索性因素分析 

使用 SPSS19.0 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施测问卷的 46 个项目进行了 Bartlett 球形检验，Barlett 值 
 
Table 1. Major characters of participants 
表 1. 被试的主要特征 

  百分比 (%) 

性别 
男 38.19 

女 61.81 

年级 

大一 47.24 

大二 36.18 

大三 10.55 

大四 6.03 

是否谈过恋爱 

曾经谈过 25.62 

正在谈 30.15 

没有谈过 44.22 

居住地 

市区 46.23 

县城 10.05 

城镇 19.60 

农村 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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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260.618，p < 0.001，项目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有必要进行因素分析。同时取其适当性度量值 KMO = 
0.712，说明取样适当，可以对这些变量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因素分析法对问卷作初步分析，发现

特征值大于 1 的因素有 12 个，可解释总变异的 61.562%。 
删去因子负荷小于 0.4 和交叉荷较多的项目，重复多次后根据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将每一个

项目归入统计出来的 12 个因素中，删去最终保留题目少于 2 个的维度，最终建立 6 个维度，根据每一个

维度所包含项目的内容，对这 6 个维度的命名如下：攀比性；恋爱观；对恋爱的向往；社团与家人的影

响；自信心和主见(见表 2)。 

3.3. 验证性因素分析 

使用 Mplus7.0 对删减题目和维度后的量表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优度参数 CFI、TLI 值接

近 0.9，卡方值达到 0.001 的显著性水平，认为量表的拟合优度适中，具体拟合指数见表 3。 

3.4. 信效度分析 

3.4.1. 信度 
如表 4 所示，总问卷的 α 系数为 0.74，说明总量表具有的一致性一般，这与问卷题目的选项数目不

同有关，既有 2 点积分题目也有 3 点计分的题目；分量表的 α 系数从 0.314 到 0.68，除了社团与家人的

影响分量表的信度水平稍低外，其余五个分量表的信度水平一般，究其原因可能是与社团与家人的影响

分量表的题目数较少有关。 

3.4.2. 内容效度与结构效度 
各分维度与总量表的相关均显著，表明量表的内容效度是可以接受的(见表 5)，量表的各分维度与总 

量表之间的相关在 0.496~0.884 之间，各分维度之间的相关则在 0.112~0.569 之间，大部分在 0.5 以下，

只有三个分维度的相关系数大于 0.5，分别为 0.517、0.569 和 0.506(见表 6)，说明 6 个维度之间具有较好

的相对独立性，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3.4.3. 效标关联效度 
效标题与自编问卷的相关系数 r = 0.653，在 p < 0.01 的水平上相关显著，认为问卷效度良好(见表 7)。 

 
Table 2.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scale on love conformity for college students 
表 2. 大学生恋爱从众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攀比性 恋爱观 对恋爱的向往 社团与家人的影响 自信心 主见 

题目 载荷 题目 载荷 题目 载荷 题目 载荷 题目 载荷 题目 载荷 

14 0.774 20 0.725 3 0.504 2 0.481 9 0.438 11 0.702 

16 0.647 27 0.618 8 0.694 4 0.465 25 0.749 15 0.502 

18 0.672 29 0.544 12 0.685 41 0.645 28 0.731 43 0.715 

  35 0.533 36 0.536 45 0.656     

  40 0.468         

 
Table 3. Parameter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 3. 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参数 

AIC BIC A-BIC χ2 RMSEA CFI TLI SRMR 

6928.874 7194.402 6937.802 283.849 0.049 0.857 0.830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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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eliability between the whole scale and each dimension 
表 4. 总量表与各维度信度表 

信度 总问卷 攀比性 恋爱观 对恋爱的向往 社团与家人的影响 自信心 主见 

α 0.74 0.68 0.582 0.649 0.314 0.56 0.513 

 
Table 5.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whole scale and each dimension 
表 5. 各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表 

 攀比性 恋爱观 对恋爱的向往 社团与家人的影响 自信心 主见 

总分 0.774** 0.529** 0.501** 0.312* 0.582** 0.496** 

注：* p < 0.05 ，**p < 0.01，以下表格相同。 
 
Table 6. Correlation matrix among six dimensions 
表 6. 六维度之间的相关矩阵表 

 攀比性 恋爱观 对恋爱的向往 社团与家人的影响 自信心 主见 

攀比性 1.000      

恋爱观 0.470 1.000     

对恋爱的向往 0.494 0.256 1.000    

社团与家人的影响 0.517 0.315 0.186 1.000   

自信心 0.569 0.343 0.430 0.422 1.000  

主见 0.371 0.112 0.144 0.506 0.369 1.000 

 
Table 7.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edited scale and criterion 
表 7. 自编量表与效标题相关表 

 自编问卷 效标题 

自编问卷 1.000 0.653** 

效标题 0.653** 1.000 

4. 总结 

本研究通过参考文献和访谈，进行了大学生恋爱从众量表维度和题目的设计；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

验证性因素分析等方法对量表的结构和适用性进行检验，最终量表共 22 个题目，有攀比性、恋爱观、对

恋爱的向往、社团与家人的影响、自信心和主见 6 个维度，量表的信效度符合心理学的测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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