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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青春期踏入成年早期，大学生身心发展逐渐趋于成熟，许多异性之间会由于相互吸引而产生爱情，

发展出恋爱关系。由于多方因素影响，大学生在恋爱中体验到的不仅有愉悦，也有压力。为了解大学

生恋爱压力现状及其与母亲教养方式的关系，本研究采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及大学生恋爱压力问

卷，以403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SPSS 26.0统计软件对问卷收回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调查大学生恋爱

压力的现状，分析其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探究当前大学生恋爱压力与母亲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

以期为减轻大学生恋爱压力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 大学生的恋爱压力整体上偏低，在居住地、是否

为独生子女、恋爱状况上存在显著差异。2) 大学生的母亲教养方式中三个维度均与恋爱压力有显著正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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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dolescence to early adulthood, college students gradually mature in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Many individuals are attracted to each other and develop romantic rela-
tionships. However, college students experience not only pleasure but also pressure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due to various factor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
dents’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n lov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aternal styles, this study used 
s-EMBU-C and the questionnaire of college students’ love stress. A total of 403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and the collected data wa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using SPSS 26.0. The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n love,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n love and 
maternal styles 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reducing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n lov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College students’ overall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n love is 
generally low, b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in terms of place of residence, whether they are on-
ly childre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status. 2) All three dimens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maternal 
style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n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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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是承载个体心理发展的重要场所，每个个体不仅在一生的时间里都与家庭成员保持着紧密的联

系，家庭环境中存在的种种因素也会对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以，家庭环境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的

重要性不可忽略。其中，影响个体成长和心理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父母的教养方式。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在养育过程中对孩子的情感态度以及所表现出的与教养有关的行为，是父母营造

的情感氛围的集合，作为重要抚养者，其教养方式对子女的成长和心理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虽

然父母与孩子共同组建成一个家庭，但孩子对母亲的感受往往与父亲不同。母亲的教养方式带来的观念

与行为偏向于传递给孩子更多关心爱护、理解接纳，这使孩子更加信任与依赖母亲(丁梦媛等，2017)。因

此，母亲教养方式是母亲养育子女的一种特殊情感氛围，它对母亲与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及子女的心理

发展有重要影响。 
恋爱心理是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的一部分，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研究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其

中，恋爱压力是每个大学生都面临的课题，是众多压力源之一。恋爱压力的定义在学术界没有完全统

一，本文将多项研究结合，大学生恋爱压力的定义为：大学生在恋爱过程中，自身能力无法应付恋爱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冲突，因此而出现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忧郁等状态(腰秀平，2006)。已有研究

表明，目前近一半的大学生对其恋爱关系有困惑的心理(宋迎秋，曾雅丽，姜峰，2007)。许多大学生由

于无法正确处理恋爱关系中的压力和问题，影响到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出现了如焦虑、抑郁、人际交

往困难、学业下降等现象。母亲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在恋爱关系中的选择与表现等有着重要的影响，已

有研究证实，将大学生恋爱压力总分与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与理解维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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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学生恋爱压力与父亲该维度的行为表现无相关，而与母亲教养中该维度的行为表现有显著相关，

这表明母亲在某方面对大学生恋爱压力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张雷等，2018)。研究大学的母亲教养方式与

恋爱压力的关系，对如何开展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有理论意义，可以丰富其课程体系；还有助

于让大学生对自己的恋爱心理有更深入的了解，在现实层面上帮助大学生解决在恋爱关系中的矛盾与

问题，使自身心理健康发展。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星的形式进行网络取样。调查问卷共发出了 481 份，收

回了 434 份，回收率是 90.23%。去除在答案中明显有迹可循而非依据实况作答的无效问卷，共收到有效

问卷 403 份，整体问卷的有效率为 92.86%。被试基本情况分布如表 1 所示。 
 

Table 1. Basic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objects 
表 1. 研究对象情况的基本分布 

变量 类型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47 36.48 

女 256 63.52 

是否为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 214 53.10 

非独生子女 189 46.90 

居住地 
城镇 255 63.28 

农村 148 36.72 

恋爱状况 

恋爱中 143 35.48 

曾经恋爱过 130 32.26 

从未恋爱过 130 32.26 

2.2. 研究工具 

2.2.1.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采用蒋奖 2010 年修订的《父母教养方式问卷》(蒋奖等，2010)，共含有 21 个题目，将教养方式分

为三个维度：情感温暖、拒绝、过度保护，计分方法为 4 点计分法。本研究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46。
该问卷为自陈式问卷，分为父亲教养方式、母亲教养方式两个子问卷，分别用同样的题目测量父母各

自的教养方式。在本研究中采用母亲教养方式分问卷，要求被试根据自己在母亲教养方式中的感知进

行回答。 

2.2.2. 大学生恋爱压力问卷 

采用汤芙蓉 2009 年编制的《大学生恋爱压力问卷》(汤芙蓉，2009)，共含有 54 道题目，其中包括了

六个维度，分别是：性压力、学业压力、伴侣压力、失恋相关压力、异性压力以及家庭压力。该问卷的

计分方法为 5 级计分法，内部一致性信度是 0.911，本研究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6.0 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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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 

3.1. 大学生恋爱压力现状调查 

Table 2. The score of each scale 
表 2. 各量表得分情况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伴侣压力 1.00 5.00 2.07 0.84 
学业压力 1.00 5.00 1.90 0.93 
家庭压力 1.00 5.00 1.90 0.91 
性压力 1.00 5.00 1.87 0.88 

异性压力 1.00 5.00 2.15 1.03 
失恋相关压力 1.00 5.00 2.00 0.92 
恋爱压力总分 1.00 5.00 1.98 0.81 

 
大学生恋爱压力的各个维度及其总分的均值都低于中等临界值，说明大学生恋爱压力得分处于中等

偏下水平，多数大学生恋爱压力偏低。其中，伴侣分量表分值最大，性分量表分值最小。 

3.2. 大学生恋爱压力在性别上的差异 

为了探究大学生的恋爱压力在性别上是否有差异，利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大学生的恋爱压力进行统

计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Gender difference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n love (M ± SD) 
表 3. 大学生恋爱压力的性别差异分析(M ± SD) 

 男 女 t 

伴侣压力 2.02 ± 0.73 2.11 ± 0.89 −1.05 
学业压力 1.93 ± 0.83 1.89 ± 0.98 0.39 
家庭压力 1.82 ± 0.80 1.94 ± 0.96 −1.33 
性压力 1.96 ± 0.75 1.81 ± 0.94 1.75 
异性压力 2.04 ± 0.96 2.22 ± 1.06 −1.70 

失恋相关压力 2.00 ± 0.85 2.00 ± 0.96 0.067 
恋爱压力总分 1.97 ± 0.71 1.99 ± 0.86 −0.28 

 
在性别因素上，大学生恋爱压力无显著差异。 

3.3. 大学生恋爱压力独生与非独生上的差异 

为了探究大学生的恋爱压力在独生与非独生上是否有差异，利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大学生的恋爱压

力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n love between only and 
non-only children (M ± SD) 
表 4. 恋爱压力在独生与非独生上差异统计分析(M ± SD)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t 
伴侣压力 1.98 ± 0.72 2.12 ± 0.94 −2.32* 
学业压力 1.83 ± 0.85 1.99 ± 1.01 −1.75 
家庭压力 1.79 ± 0.78 2.02 ± 1.02 −2.52* 
性压力 1.80 ± 0.72 1.94 ± 1.02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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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异性压力 1.97 ± 0.93 2.36 ± 1.09 −3.83*** 
失恋相关压力 1.87 ± 0.80 2.12 ± 1.02 −2.73** 
恋爱压力总分 1.88 ± 0.67 2.10 ± 0.93 −2.69** 

注：*P < 0.05，**P < 0.01，***P < 0.001。 
 
在独生子女因素上，大学生恋爱压力中的伴侣、家庭、异性、失恋相关分量表分值以及恋爱压力总

分有差异，独生子女得分明显低于非独生子女得分，在其他维度上无显著差异。 

3.4. 大学生恋爱压力在居住地上的差异 

为了探究大学生的恋爱压力在居住地上是否有差异，利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大学生的恋爱压力进行

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Difference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n lovein residence (M ± SD) 
表 5. 恋爱压力在居住地上的差异分析(M ± SD) 

 城镇 农村 t 
伴侣压力 1.94 ± 0.67 2.31 ± 1.03 −4.44*** 
学业 1.74 ± 0.76 2.18 ± 1.11 −4.69*** 
家庭 1.73 ± 0.73 2.18 ± 1.10 −4.86*** 
性 1.72 ± 0.67 2.13 ± 1.10 −4.60*** 
异性 1.96 ± 0.92 2.49 ± 1.10 −5.19*** 

失恋相关 1.85 ± 0.75 2.24 ± 1.11 −4.263*** 
恋爱压力总分 1.83 ± 0.61 2.25 ± 1.01 −5.15*** 

注：*P < 0.05，**P < 0.01，***P < 0.001。 
 
大学生恋爱压力中每个分量表分值在居住地因素上有显著差异，居住在农村的大学生分值明显更高。 

3.5. 大学生恋爱压力在恋爱状况上的差异 

为了探究大学生的恋爱压力在恋爱状况上是否有差异，利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大学生的恋爱压力进

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6. Difference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n lovein relationship status (M ± SD) 
表 6. 恋爱压力在恋爱状况上的差异分析(M ± SD) 

 恋爱状况 M ± SD F LSD 

伴侣压力 
恋爱中 1.92 ± 0.68 4.06* ① < ②, ③ 

曾经恋爱过 2.20 ± 0.60   
从未恋爱过 2.12 ± 1.12   

学业压力 
恋爱中 1.70 ± 0.70 5.86** ① < ②, ③ 

曾经恋爱过 1.95 ± 0.77   
从未恋爱过 2.08 ± 1.22   

家庭压力 
恋爱中 1.80 ± 0.78 2.27  

曾经恋爱过 1.88 ± 0.68   
从未恋爱过 2.03 ± 1.18   

性压力 
恋爱中 1.79 ± 0.67 1.014  

曾经恋爱过 1.88 ± 0.69   
从未恋爱过 1.94 ±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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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异性压力 
恋爱中 1.72 ± 0.83 22.105*** ① < ②, ③ 

曾经恋爱过 2.32 ± 0.84   
从未恋爱过 2.45 ± 1.22   

失恋相关压力 
恋爱中 1.78 ± 0.73 6.30** ① < ②, ③ 

曾经恋爱过 2.15 ± 0.73   
从未恋爱过 2.06 ± 1.19   

恋爱压力总分 
恋爱中 1.81 ± 0.62 5.26** ① < ②, ③ 

曾经恋爱过 2.07 ± 0.56   
从未恋爱过 2.09 ± 1.12   

注：“①”代表恋爱中，“②”代表曾经恋爱过，“③”代表从未恋爱过。*P < 0.05，**P < 0.01，***P < 0.001。 

 
大学生恋爱压力中的学业、伴侣、异性、失恋相关这四个维度上，其分量表分值在恋爱状况因素上

有显著差异，恋爱压力总分也有显著差异；在性压力、家庭压力这两个分量表的分值上无显著差异。通

过事后多重比较(LSD)的数据可知，存在显著差异的所有维度均呈现了同样的结果，即恋爱中的大学生的

恋爱压力显著低于曾经恋爱过和从未恋爱过的大学生。 

3.6. 母亲教养方式与恋爱压力的相关研究 

为了探究大学生母亲教养方式与恋爱压力之间的关系，对其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 7。 
 

Table 7.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n love and maternal styles 
表 7. 母亲教养方式与恋爱压力的相关分析 

 拒绝 情感温暖 过度保护 
伴侣压力 0.53*** 0.25*** 0.51*** 
学业压力 0.55*** 0.21*** 0.51*** 
家庭压力 0.60*** 0.17** 0.58*** 
性压力 0.59*** 0.23*** 0.51*** 
异性压力 0.54*** 0.12* 0.44*** 

失恋相关压力 0.55*** 0.20*** 0.50*** 
恋爱压力总分 0.62** 0.23** 0.57** 

注：*P < 0.05，**P < 0.01，***P < 0.001。 
 
结果表明，大学生母亲教养方式的三个维度得分与其在恋爱压力得分之间有着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即大学生在母亲教养方式的三个维度中得分越高，其在恋爱关系中体验到的各项压力也更大。 

4. 讨论 

4.1. 大学生恋爱压力总体状况 

本研究表明大学生在总体上呈现较低程度的恋爱压力。大学处于成年初期，其恋爱经验不丰富，对

恋爱的看法及其价值观还在逐渐形成之中，对爱情本身的认识还不成熟，恋爱并不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生

活事件，对恋爱中的各种现实因素感受还不那么明显，在恋爱压力量表中的总得分较低。 
通过本研究的数据结果可知，大学生在恋爱压力中得分最高的三个分量表为：异性压力、伴侣压力、

失恋相关压力，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恋爱压力中得分最高的前三分别是：伴侣压力、失恋相关压力以

及家庭压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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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恋爱压力在各人口学变量上存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差异 

在大学生是否为独生子女因素上，其恋爱压力得分有显著差异。非独生子女的总分及四个分量表的

分值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的得分。这可能是由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的特殊性，导致非独生子女在成长过

程中懂得考虑更多因素，不能独占家庭资源，这种观念的影响会持续到恋爱关系中，导致非独生子女会

更早地考虑到现实因素，在恋爱关系中的压力会更大。 
在居住地因素上，大学生恋爱压力所有维度的得分均有显著差异。结果显示，居住于城市的大学生

在各方面的恋爱压力得分上都低于农村大学生。居住地不同导致成长环境不同，大学生成长环境中的许

多因素会对其心理和亲密关系产生影响，其中包括社会文化、学校及家庭等因素。在农村生活的大学生

更能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农村家庭对大学生子女普遍有较高的期望，期盼子女以读书来改

变生活水平，相比城镇大学生，农村大学生对家庭经济状况和父母的期望背负着更沉重的压力，在恋爱

中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活动，需要考虑多种现实因素，包括家庭的经济情况、未来发展、父母

的期许等。由于经济和观念的差异，成长并生活在农村的大学生会有更大的恋爱压力。 
对于恋爱状况不同的大学生，其在恋爱压力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存在差异的维度除总分外，还

包括学业、失恋相关、伴侣和异性压力，且结果均为恋爱中的大学生在这四个维度上的压力都显著小于

曾经恋爱过或从未恋爱过的大学生。有研究表明，影响大学生恋爱压力的因素之一是大学生自身的恋爱

状况和恋爱经历，正在恋爱中的大学生与异性建立了亲密关系，不会只关注与异性交往中的冲突，恋爱

压力反而会较小，而曾经恋爱过的大学生可能因为经历过失恋及其他与异性交往的负性情感体验，对爱

情持有怀疑态度(蔡茂华，2008)，或将恋爱挫折进行错误归因，对自己有不客观的评价，从而产生自卑心

理，因此会感到较大的恋爱压力；对于从未恋爱过的大学生来说，第一，由于当前社会有着较宽松的文

化环境，大学生的婚恋观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传统婚恋观遭受挑战，部分从未有过恋爱经历的大学生

存在一定的恋爱虚荣心(王方，2014)，在大学生群体里，同伴的恋爱经历会影响到未恋爱大学生的恋爱观，

没有伴侣的大学生显得更加孤独(李同归，加藤和生，2006)，恋爱虚荣心和孤独感会对没有恋爱经历的大

学生造成一定的恋爱压力；第二，由于人际交往技能的欠缺和社会经验的缺乏，没有过恋爱经历的大学

生不懂如何与异性交往，可能产生一定的畏难情绪，而实际交往技巧也掌握不佳，更加增大了他们的压

力。这两点都是导致其恋爱压力增强的原因。 

4.3. 大学生母亲教养方式与恋爱压力的关系 

在以往的研究中，常把父亲与母亲的教养方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但在一个家庭中，父母之间的

教养风格在特征上有所差异，其对子女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单独考察母亲教养方式对子女发展的影响是

有必要的。近年来，揭示母亲教养方式与子女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母亲教养方式不仅与

子女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赵国香，2011)，还有可能对子女的负面情绪产生影响。研究表明，

母亲教养方式不仅可以预测大学生的自杀意念，还会通过自尊和挫折承受力共同影响自杀意念(徐梦洋

等，2021)。 
母亲是子女的重要抚养者，母婴关系实验已证明，儿童幼时与母亲之间的依恋关系会影响到今后的

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的发展，母亲的教养方式会伴随着个体成长并对其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根据荣格

的发展心理学理论，在大学时期，恋爱是个体要完成的重要课题。恋爱关系和母子关系皆属于个体重要

的亲密关系，母亲的教养方式会影响到大学生恋爱观的形成、发展和恋爱行为，其中就包括大学生的恋

爱压力。 
已有研究显示，在大学生群体中，母亲教养方式中情感温暖维度、理解维度的得分与恋爱压力得分

成正比，即母亲在教养方式中的理解与情感温暖行为反而会增加大学生的恋爱压力(帅煜朦，2014)，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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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同。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在得到母亲足够的情感温暖和理解环境下成长的大学生，

其获得的关爱偏多，抗压能力较弱，自尊心较强，遇到恋爱中的挫折和问题时容易产生更多的困惑(帅煜

朦，2014)；也有研究者认为，在情感温暖方面，母亲会对子女的生活和情感问题有更多的关心，而经常

的关心会导致大学生感到自己仍未独立，其恋爱压力更大。在人们的常识中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母亲给

予足够的情感温暖会减轻子女的压力。但恋爱是一项特殊的个人事件，母亲对子女恋爱的过于关心可能

会适得其反，让子女感到束缚或让子女无法独立解决情感问题，因此造成更大的恋爱压力。一个人与母

亲之间的依恋关系会对自己与伴侣间的依恋关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习惯了母亲对自己过度的情感关

怀，可能会将这种相处模式投射到自己的伴侣身上，导致自己对伴侣产生过度的关怀和过高的情感依赖，

从而增大了恋爱压力中的伴侣、异性、性等由于人际关系和亲密关系交往而产生的压力。 
母亲教养方式中拒绝维度得分越高，即代表母亲对子女的拒绝行为表现得越多，大学生所感受到的

恋爱压力越大，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符(谢念湘，2018)。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与母亲的交往会影响到自身

的人际关系，直至大学期间，母亲教养方式对其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了恋爱关系。

母亲对子女冷漠或拒绝的态度，都会在无形中增加子女的恋爱压力，母亲对子女的拒绝行为越多，子女

体验到的负性情绪越多，子女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压力也越大，对子女的心情及生活会产

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母亲与子女的关系不仅会影响子女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其依恋状态对亲密关系的

交往也会造成影响。受到母亲太多的拒绝行为，子女有可能会丧失一些人际交往中的自信心，从而在与

伴侣交往中产生更大的压力。 
大学生在母亲教养方式的过度保护维度的得分与恋爱压力得分呈正比。母亲对子女的过度保护过多，

会导致子女感受到母亲的太多关注，家庭成员之间的界限感低于常态，子女缺少个人空间，这会让子女

感受到更大的压力。母亲的过度保护行为会让子女缺乏独立处理事物的能力，在人际交往中遇到问题时

也无从下手，从而会影响到亲密关系的建立。受到过度保护的子女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抗压能力都更弱，

他们更习惯于去寻找依靠，而不是独立解决，在恋爱关系中，过于的依赖和不独立的行事风格会对双方

带来交往中的压力。除此之外，一个缺乏处理问题能力、不够独立的人也会在遇到学业、家庭方面的困

难时难以解决，陷入困境。所以，在面对恋爱困惑时，他们无法采取合理方法进行正确解决，会感受到

更强的恋爱压力。 
综上所述，大学生母亲教养方式中各个维度与其自身的恋爱压力都产生了显著正相关。 

5. 建议 

通过本研究可知大学生母亲教养方式对其恋爱压力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对如何适当减轻大学生恋爱

压力，正确引导大学生恋爱价值观建议如下： 
1) 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设置恋爱专题。学校教育应承担起培养大学生健康恋爱观的责任，

将恋爱话题融入课堂，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减轻大学生潜在的压力。 
2) 提升高校心理教师的心理咨询能力。高校心理教师除了教学，还需对个别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应

灵活运用多种咨询技巧，用合适的方式带领学生自我成长。 
3) 加强家校联系，关注学生家庭状况及人际问题。高校辅导员应定时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状态，必要

时加强家校之间的联系，预防因各种人际关系而引发的学生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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