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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婚恋态度是指一个人对婚恋带有价值判断和感情色彩的结果，包括个体对婚前恋爱、婚后生活以及性行

为的主观看法三部分。本研究将问卷调查和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相结合，从婚前恋爱、婚后生活

和性爱取向三方面入手，测量女大学生的外显和内隐婚恋态度，探究女大学生的婚恋态度现状，了解女

大学生对婚恋的真实看法，并考察外显和内隐婚恋态度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通过对测量结果的分析，得

出以下结论：(1) 女大学生外显恋爱态度和外显性态度积极，外显婚姻态度中立。(2) 女大学生内隐恋

爱态度、内隐婚姻态度和内隐性态度均积极，平均内隐效应值D均大于0。(3) 女大学生外显婚恋态度和

内隐婚恋态度不相关，二者属于不同的心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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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titudes towards marriage and love are the results of one’s value judgments and feelings towards 
marriage and love relationships, and include three components of an individual’s subjective views 
on pre-marital love, post-marital life and sexual behaviour. This study combines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the Single Category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SC-IAT) to measure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explicit attitudes and implicit attitudes towards marriage and love, investiga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marriage and love. This study 
understands their true perceptions of marriage and love b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icit and implicit attitudes towards marriage and lov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in this study: (1)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explicit 
love attitudes and explicit sex attitudes are positive, and the marriage attitudes are neutral. (2)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implicit love attitudes, implicit marriage attitudes and implicit sex at-
titudes are all positive, and the mean implicit effect value D is greater than 0. (3) Female universi-
ty students’ explicit attitudes towards marriage and love and implicit attitudes towards marriage 
and love are not related, and they belong to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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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态度(attitude)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对于态度的定义，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2003)在
《心理学大辞典》中将其定义为“是个体基于过去经验对周围的人、事、物所持有的比较持久而一致的

心理准备状态或人格化倾向。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三个成分”。根据态度的定义可以进行推测，

婚恋态度(attitude toward marriage and love)是指一个人对婚恋带有价值判断和感情色彩的结果。态度具有

价值表现功能，在很多情况下，特有的态度常常可以表现个体的主要价值观(章志光，2008)，所以婚恋态

度也是对婚恋观(view of marriage and love)的表现与反映。 
目前心理学界对婚恋态度的概念和构成尚未明确，但对婚恋观有一些理论研究。苏红和任永进(2008)

认为婚恋观是指人们对婚前恋爱、婚姻生活以及婚恋过程中性爱取向的基本看法。陈静(2009)认为婚恋观

就是男女双方对恋爱、婚姻和性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其中包含爱情本质、择友标准、恋爱道德、恋爱与

婚姻关系、婚姻道德与责任等一系列问题。综合多位学者观点，婚恋观除了包括个体对于恋爱和婚姻的

观点，还包括对于性行为以及处理婚恋关系中出现的各种状况的看法和态度。婚恋态度是对婚恋观的表

现和反应，其概念和构成可以从中延伸。本研究将婚恋态度定义为一个人对婚恋带有价值判断和感情色

彩的结果，进一步认为其由个人对婚前恋爱、婚后生活以及性的主观看法三部分所构成。 
国内关于婚恋态度的研究成果与国家、社会的重视程度未成正比，成熟的研究少并且未整合为理论，

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许多局限和不足。首先，目前心理学界对婚恋态度的概念与构成尚未明确，仅对婚

恋观有一些理论研究。其次，婚恋态度的测量方法有待改进。现有研究大多仅采用问卷及量表进行测量，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167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杨柳 等 
 

 

DOI: 10.12677/ap.2023.1311677 5354 心理学进展 
 

方法单一，且忽略了内隐态度，未能完整测量个体对于婚恋的态度。 
近年来结婚登记人数持续下降，初婚的年龄越来越迟，婚恋问题得到了社会各人群的持续关注。按

照 Erikson 的人格发展理论，个体在这时期的任务就是与他人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例如恋爱关系与婚姻

关系，来帮助个体摆脱孤独的情绪。但目前网络上日益增多的“懒恋”“恐婚”言论显示出新一代大学

生对婚恋的态度逐渐消极，并且由于性教育的普及不充分，造成部分大学生未能了解系统、健康的性知

识，形成了懒于恋爱、恐于结婚，无知于性的状态。 
大学生的婚恋态度不仅是社会大众关注的热点话题，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关注的重点问题。由于

男女生理差异和社会文化影响，女性在婚恋关系中承受了较多的生育、职场压力，关注女性的婚恋态度

和心理健康至关重要，故本研究将重点放在测量女大学生的婚恋态度，采用问卷调查与单类内隐联想测

验探究女大学生的婚恋态度现状，了解女大学生对婚恋的真实看法，并考察外显和内隐婚恋态度之间的

关系。具体来说，本研究假设：① 女大学生外显恋爱态度积极，外显婚姻态度和外显性态度消极。② 女
大学生内隐恋爱态度、内隐婚姻态度和内隐性态度均积极。③ 女大学生外显婚恋态度和内隐婚恋态度不

相关，二者相互独立属于不同的心理建构。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参与者 

63 名女大学生有偿参加实验。所有研究参与者视力正常，右利手，熟悉电脑的基本操作。 

2.2. 研究工具 

2.2.1. 婚恋外显态度相关测量工具 
恋爱外显态度采用大学生恋爱态度问卷(周海涛，2010)进行测量，包含 21 个题项，可以归纳为 4 个

因素，分别为增益性、道德性、浪漫性和自主性。该问卷采用 5 级评定法计分，从 1 (完全不符合)到 5 (完
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恋爱态度越积极。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671，信度尚佳，可以接受。 

婚姻外显态度采用婚姻态度量表(Braaten & Rosén, 1998)的修订版(庾泳等，2011)进行测量。该量表

适用于已婚人群和未婚人群，包含 20 个题项，分为一般婚姻观念和自我婚姻评价或展望两个维度，从 1 
(完全同意)到 4 (完全反对)进行四点计分，得分越高则表示婚姻态度越积极。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系

数为 0.847，信度理想。 
外显性态度采用简易性态度量表(Hendrick et al., 2006)进行测量，共 23 道题，包括宽容性、生育控制

性、交流性和功能性 4 个维度。该量表采用 5 点计分，从 1 (非常不同意)到 5 (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

示性态度越开放。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646，信度尚佳，可以接受。 

2.2.2. 婚恋内隐态度相关测量工具 
内隐态度测量使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ingle Category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SC-IAT)，专用于测量

对单一态度客体的内隐态度。根据婚恋的三成分说，本研究从婚前恋爱、婚姻生活和性爱取向三方面对

女大学生的婚恋内隐态度进行测量，即婚前恋爱 SC-IAT、婚姻生活 SC-IAT 和性爱取向 SC-IAT；三个独

立的 SC-IAT 合并后形成总的婚恋态度 SC-IAT。 

2.2.3. 婚恋内隐态度 SC-IAT 的材料选取 
三个独立 SC-IATs的概念词和属性词皆不相同。婚前恋爱 SC-IAT采用张溢(2012)的概念词和属性词，

婚姻生活 SC-IAT 采用的是魏韬丽(2019)测量女研究生婚姻态度的概念词和属性词，这些词都经过评选，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性爱取向的概念词和属性词选取自段梅玲(2010)筛选的性词、正性词和负性词。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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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类内隐联想测验的数据，本研究利用 Karpinski 和 Steinman (2006)提出的计分方法计算内隐效应值(D
值)。 

2.2.4. 婚恋内隐态度 SC-IAT 的程序模式 
三个 SC-IAT 的程序模式相同(见表 1)，分为练习阶段和正式实验阶段，练习阶段的数据不进入结果

分析。为防止反应偏差影响实验结果，相容任务中“婚恋词”“积极词”和“消极词”按照 1:1:2 的频率

出现，使得左、右按键的比率各 50%。不相容任务同理，“婚恋词”“消极词”和“积极词”按照 1:1:2
的频率出现，左、右按键的比率各 50%。 

 
Table 1. SC-IAT test procedure 
表 1. SC-IAT 测验程序 

任务描述 实验次数 
反应键 

“F”键 “J”键 
相容任务练习阶段 24 婚恋词 + 积极词 消极词 
相容任务正式阶段 72 婚恋词 + 积极词 消极词 
不相容任务练习阶段 24 积极词 婚恋词 + 消极词 
不相容任务正式阶段 72 积极词 婚恋词 + 消极词 
 
具体实验程序如图 1，研究参与者每次作出反应后，屏幕中央会出现正误的及时反馈，正确会出现

绿色的“√”，错误会出现红色的“×”，均持续 200 ms。若研究参与者没有及时作出反应，屏幕中央将

出现“请尽快回答”的提醒，持续 500 ms，使研究参与者产生紧迫感，减少其意识加工的可能(Karpinski 
& Steinman, 2006)。 

 

 
Figure 1. SC-IAT specific experimental procedures 
图 1. SC-IAT 具体实验程序 

2.2.5. 研究程序 
采用 E-prime2.0 软件编写实验程序。实验在安静无噪音的实验室中以个别方式进行。为平衡顺序效

应，32 名研究参与者先进行问卷调查，后进行 SC-IAT 测验，剩余反之。研究参与者在电脑上进行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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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隐联想测验时，32 名先进行相容测验，后进行不相容测验，剩余反之。实验过程中要求研究参与者尽

可能地高度集中注意力。 

3. 结果 

3.1. 女大学生恋爱态度测量结果 

3.1.1. 女大学生外显恋爱态度及各维度特征 
女大学生的外显恋爱态度在各维度的得分和总得分见表 2。可见：女大学生在外显恋爱态度各维度

上的恋爱得分依次为：增益性 > 浪漫性 > 道德性 > 自主性。 
 

Table 2. Results of the overall test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explicit love attitudes and each dimension 
表 2. 女大学生总体外显恋爱态度及各维度的总体测试结果 

外显恋爱态度 Min Max M SD 
增益性 2.000 3.500 2.579 0.377 
道德性 1.571 3.857 2.458 0.529 
浪漫性 1.000 4.667 2.559 0.696 
自主性 1.400 3.400 2.444 0.443 
总得分 2.000 3.609 2.578 0.342 

3.1.2. 女大学生内隐恋爱态度效应结果 
在本研究中，相容反应即为将恋爱词汇与积极词汇联系在一起，不相容反应为将恋爱词汇与消极词

汇联系在一起。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将研究参与者的相容任务反应时和不相容任务反应时进行比较，

结果见表 3。研究参与者相容任务反应时显著低于不相容任务反应时(p < 0.001)，由此可知，相比于消极

词汇，女大学生更倾向于将恋爱与积极词汇联系在一起。 
 

Table 3. A comparison of response-time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mplicit attitudes towards love relationships 
表 3. 女大学生内隐恋爱态度的反应时比较 

 M SD t p 
相容任务反应时 581.354 82.018 

−6.155*** 0.000 
不相容任务反应时 707.298 90.341 

 
本研究对 63 名女大学生的内隐 D 值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示，63 名(100%)女大学生的 D 值为“+”，

即所有的女大学生研究参与者的恋爱态度是积极的。根据 Karpinski 的计算方法，D 值等于 0 代表研究参

与者即不积极也不消极的中立态度。本研究以 0 为标准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分析，来探究女大学生恋爱态

度的内隐效应是否显著。结果显示 D 值显著大于 0 (p < 0.001)，故女大学生恋爱态度的内隐效应显著，

详细见表 4。 
 

Table 4. An implicit effects difference test fo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love relationships 
表 4. 女大学生恋爱态度的内隐效应差异检验 

 M SD t p Cohens’ d D 大于 0 的频次 
D 值 0.619 0.274 

17.337*** 0.000 2.184 63 
标准值 0  

3.1.3. 女大学生外显恋爱态度与内隐恋爱态度的关系 
本研究对女大学生外显恋爱态度及其四维度与内隐恋爱态度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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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exoteric love attitudes and implicit love attitudes 
表 5. 女大学生外显恋爱态度与内隐恋爱态度的相关分析 

 增益性 道德性 浪漫性 自主性 总得分 D 
增益性 1      
道德性 0.336** 1     
浪漫性 0.303* 0.419** 1    
自主性 0.058 0.434** 0.251 1   
总得分 0.587** 0.864** 0.632** 0.609** 1  

D −0.091 0.229 0.176 0.174 0.194 1 
 
由上表可得，经过相关分析，大学生外显恋爱态度总分与增益性、道德性、浪漫性和自主性的相关

均达到极为显著的水平，但内隐效应值 D 与外显恋爱态度总分、增益性、道德性、浪漫性、自主性均未

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外显态度测量和内隐态度测量之间存在良好的区分效度，意味着外显恋爱态度和

内隐恋爱态度之间可能是相互独立的，属于两个不同的建构。 

3.2. 女大学生婚姻态度测量结果 

3.2.1. 女大学生外显婚姻态度及各维度特征 
为了解女大学生的婚姻态度现状，对女大学生外显婚姻态度总分以及一般婚姻观念、自我婚姻评价

或展望两个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详细结果见表 6。 
 

Table 6. Results of the overall test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explicit marriage attitudes and each dimension 
表 6. 女大学生总体外显婚姻态度及各维度的总体测试结果 

 Min Max M SD 
一般婚姻观念 17 47 36.30 5.290 

自我婚姻评价或展望 7 23 15.21 3.615 
总得分 25 69 51.51 8.302 

3.2.2. 女大学生内隐婚姻态度效应结果 
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见表7。研究参与者相容任务反应时显著低于不相容任务反应时(p < 0.001)，

由此可知，女大学生更倾向于将婚姻与积极词汇联系在一起。 
 

Table 7. A comparison of response-time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mplicit attitudes towards marriage 
表 7. 女大学生内隐婚姻态度的反应时比较 

 M SD t p 
相容任务反应时 584.011 70.356 −9.220*** 0.000 
不相容任务反应时 652.128 77.649 
 
本研究对 63 名女大学生婚姻态度的内隐 D 值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有 6 名(9.52%)女的学生的 D 值

为“−”；有 57 名(90.48%)女大学生的 D 值为“+”，即绝大部分的女大学生对于婚姻的态度是积极的。

以 0 为标准进行单样本 t 检验来探究女大学生婚姻态度的内隐效应是否显著，结果发现 D 值显著大于 0 (p 
< 0.001)，由此可知女大学生婚姻态度的内隐效应显著，具体结果见表 8。 
 
Table 8. An implicit effects difference test fo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marriage 
表 8. 女大学生婚姻态度的内隐效应差异检验 

 M SD t p Cohens’ d D大于 0的频次 
D 值 0.362 0.302 

9.500*** 0.000 1.197 57 
标准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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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女大学生外显婚姻态度与内隐婚姻态度的关系 
本研究对女大学生外显婚姻态度及其两维度与内隐婚姻态度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9。

由表可得，经过相关分析，女大学生外显婚姻态度总分与一般婚姻观念、自我婚姻评价或展望的相关均

达到极为显著的水平，但内隐效应值 D 与外显婚姻态度总分、一般婚姻观念、自我婚姻评价或展望均呈

现相关不显著，意味着外显婚姻态度和内隐婚姻态度之间可能是相互独立的，属于两个不同的建构。 
 

Table 9.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explicit marriage attitudes and implicit marriage attitudes 
表 9. 女大学生外显婚姻态度与内隐婚姻态度的相关分析 

 一般婚姻观念 自我婚姻评价或展望 总得分 D 

一般婚姻观念 1    

自我婚姻评价或展望 0.729**    

总得分 0.955** 0.900**   

D 0.048 0.010 0.035  

3.3. 女大学生性态度测量结果 

3.3.1. 女大学生外显性态度及各维度特征 
女大学生在总量表及各维度的总体测试结果见表 10。 

 
Table 10. Results of the overall test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explicit sex attitudes and each dimension 
表 10. 女大学生总体外显性态度及各维度的总体测试结果 

 Max Min M SD 

宽容性 13 37 25.530 6.528 

生育控制性 6 15 12.130 2.206 

交流性 11 25 17.480 3.192 

功能性 9 21 16.320 2.616 

总得分 52 86 71.470 7.981 

3.3.2. 女大学生内隐性态度效应结果 
本研究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将研究参与者的相容任务反应时和不相容任务反应时进行比较，结果

见表 11。研究参与者相容任务反应时显著低于不相容任务反应时(p < 0.01)，由此可知，相比于消极词汇，

女大学生更倾向于将性与积极词汇联系在一起。 
 

Table 11. A comparison of response-time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mplicit attitudes towards sex 
表 11. 女大学生内隐性态度的反应时比较 

 M SD t p 

相容任务反应时 596.170 61.555 
−2.685 0.009 

不相容任务反应时 616.156 76.372 

 
本研究对 63 名女大学生的内隐 D 值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示，23 名(36.51%)女大学生的 D 值为“−”，

40 名(63.49%)女大学生的 D 值为“+”，即大部分的女大学生研究参与者的性态度是积极的。本研究以 0
为标准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分析，来探究女大学生性态度的内隐效应是否显著。结果显示 D 值显著大于 0 (p 
< 0.01)，由此可知女大学生性态度的内隐效应显著，详细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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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2. An implicit effects difference test fo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sex 
表 12. 女大学生性态度的内隐效应差异检验 

 M SD t p Cohens’ d D大于 0的频次 
D 值 0.998 0.280 

2.802*** 0.007 0.353 40 
标准值 0  

3.3.3. 女大学生外显性态度与内隐性态度的关系 
本研究对女大学生外显性态度及其各维度与内隐性态度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13。 
 

Table 1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explicit sex attitudes and implicit sex attitudes 
表 13. 女大学生外显性态度与内隐性态度的相关分析 

 宽容性 生育控制性 交流性 功能性 总得分 D 
宽容性 1      

生育控制性 −0.371** 1     
交流性 −0.201 0.361** 1    
功能性 0.227 0.200 0.185 1   
总得分 0.709** 0.183 0.396** 0.643** 1  

D 0.141 −0.213 −0.063 −0.182 −0.028 1 
 
由上表可得，经过相关分析，女大学生外显性态度总分与宽容性、交流性和功能性的相关均达到极

为显著的水平，但内隐效应值 D 与外显性态度总分、宽容性、生育控制性、交流性、功能性均呈现相关

不显著，意味着外显性态度和内隐性态度之间可能是相互独立的，属于两个不同的建构。 

4. 讨论 

4.1. 女大学生恋爱态度的总体情况 

从总体上看，女大学生的外显恋爱态度和内隐恋爱态度均为积极，二者呈现出一致性。这可能是因

为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都基本成熟，在此年龄阶段，会有强烈的“爱与被爱”的需要，并且丰富的大学

生活和社会文化环境都在鼓励大家追寻爱情，爱一个人或者被人关爱，都会成为女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袁立，2005)。大学生渴望恋爱，是当代大学生生理成熟的标志，也是大学生心理发展的结果。 
在外显恋爱态度方面，有部分细节值得注意与思考。本研究的研究参与者在《大学生恋爱态度问卷》

各维度上的恋爱态度得分从高到低依次是增益性、浪漫性、道德性和自主性。增益性的排序较前可能是

因为随着经济和社会进步，女性的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00 后的女大学生更加看重个人发展和自我提升。

自主性排于末位则可能是因为教育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更多的例如“PUA”的恋爱骗局被揭露和曝

光，所以 00 后的女大学生开始更加理智地面对爱情中发生的事情。浪漫和道德一直是恋爱关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浪漫可以推进恋爱关系进程，道德则是可以维护恋爱关系的稳定， 
在内隐恋爱态度方面，需要注意的是，63 名研究参与者的恋爱态度内隐效应值 D 均大于 0，这表明

所有研究参与者的恋爱态度都是积极的。这可能是因为，在女大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正对应于 Erikson
人格发展八阶段的第六阶段“亲密对孤独”，这一阶段的任务就是与他人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例如恋

爱关系与婚姻关系，来帮助个体摆脱孤独的情绪，所以女大学生的内隐恋爱态度是积极的也是情理之中

了。 

4.2. 女大学生婚姻态度的总体情况 

在婚姻方面，女大学生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出现了分离的情况，具体显示为，女大学生的外显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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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态度为中立，内隐婚姻态度呈现为积极。外显婚姻态度和内隐婚姻态度呈现的分离态势背后的原因值

得深思。 
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婚姻不再是两个人的风花雪月，而是两个家庭的柴米油盐，所以比起恋爱，

大家对待婚姻更加慎重。在当今时代，购房压力、教育压力和医疗压力三座大山压得大部分中国家庭喘

不过气，使部分中国青年面对结婚望而却步。大部分女性还会面对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一旦生育，

女性就极其容易失去在职场中已获得的地位，但作为全职妈妈照顾家庭，又会令女性失去社会价值和自

我价值。人类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这种现状下，00 后女大学生的外显婚姻态度并不积极也是可以理

解的。 
女大学生的内隐婚姻态度呈现积极，这可能是因为，青年在此年龄阶段会有建立稳定亲密关系的需

求和倾向，所以他们会对婚姻这种非常稳定的亲密关系有着本能的靠近和追求。 

4.3. 女大学生性态度的总体情况 

在性态度方面，女大学生的外显性态度和内隐性态度均为积极。女大学生的外显性态度积极，这可

能是因为通过近年来国家的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性教育的普及，帮助女大学生们能够更加科学更

加理性地认识性。并且近年来我国主流文化对性的消极态度有所减弱，不再过分地“谈性色变”。女孩

子们从小学、中学和大学各阶段均能接触到合适的性教育，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性。 
虽然本研究中女大学生的内隐性态度呈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势，但是由于本部分的效应量为小效应量，

所得结果仅作参考，今后需要进一步的数据和研究资料佐证。 

4.4. 女大学生外显婚恋态度和内隐婚恋态度的关系 

在心理学研究中，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的关系是通过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推断。国内外绝大多

数采用内隐技术的研究都会报告它与外显测量之间的相关。目前国内缺少对于婚恋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

关系的研究，只能参考其他领域对于外显和内隐态度相关的研究。Greenwald and Farnham (2000)利用传

统的自尊量表和内隐联想测验，揭示了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之间的低的正相关。蔡华俭(2003)在利用结构

方程建模后发现，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是相对独立的两个不同的结构，二者之间仅存在低的正相关。在

何安明等人(2013)在利用单类内隐测验对大学生内隐感恩和外显感恩的研究中，大学生内隐感恩与外显感

恩之间相关不显著，是两个不同的建构；胡媛艳等研究者(2017)在研究大学生死亡态度时发现，大学生的

内隐死亡态度为消极，外显死亡态度为中性，二者不一致，且相互独立。 
在本研究中，内隐恋爱态度的内隐效应值与外显恋爱态度总分、增益性、道德性、浪漫性、自主性

均呈现相关不显著，表现外显恋爱态度和内隐恋爱态度之间没有相关关系，二者相互分离。同样，婚姻

内隐态度效应值与外显婚姻态度总分、一般婚姻观念、自我婚姻评价或展望的相关无统计学意义。性态

度的内隐效应值与外显性态度总分及其各维度也呈现出同样的分离结果，与前人的结果一致。 
蔡华俭(2003)认为，和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内隐联想测验测量了个体的内部认知过程，可以有效地

排除意识的干扰作用。与此相比，问卷、量表等外显测量会受到社会赞许效应和反应偏差等因素影响，

这一差别使得内隐测量与外显测量二者的测量结果相关系数较低。 
对婚恋外显态度和婚恋内隐态度的测量也是同样，婚恋态度 SC-IAT 测量了女大学生稳定的、静态

的内隐态度。由于生理和心理的逐渐成熟，寻求稳定的亲密关系对于处于该阶段的女大学生有着近乎本

能的吸引力，这几乎不受社会现状和社交媒体的影响。而研究参与者在使用外显态度测量工具时会考虑

到结婚压力、性压抑和职场压力等社会因素以及受到反应偏差的影响，所以结果显示二者相关系数较低，

进一步可以推论婚恋外显态度和婚恋内隐态度二者相互独立并属于不同的心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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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研究局限与启示 

首先，本研究样本数量及代表性不足。由于研究经费不足，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参与者数量较少，且

范围局限。后续研究应努力克服地域与经费的限制，增加研究参与者数量并扩大取样范围，丰富研究数

据，从年龄、民族、情感状况等方面测量女大学生的婚恋态度。 
并且需要注意的是，内隐性态度虽然统计量检验显著，但效应量为小效应量，所得结果仅作参考，

需要进一步的数据和研究资料佐证，后续研究应进一步收集数据进行检验。 
根据态度的三成分说，态度分为认知评价、情感反应和行为倾向三方面。后续研究可以从这一角度

继续研究婚恋态度的深层结构。 

5. 结论 

通过对女大学生外显婚恋态度、内隐婚恋态度及其关系的研究，现有结果可以表明： 
(1) 女大学生外显恋爱态度和外显性态度积极，外显婚姻态度中立。 
(2) 女大学生内隐恋爱态度、内隐婚姻态度和内隐性态度均积极，平均内隐效应值 D 均大于 0。 
(3) 女大学生外显婚恋态度和内隐婚恋态度不相关，二者属于不同的心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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