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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和主观幸福感的现状$揭示
%"

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采用

婚姻态度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对商洛学院和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在校的大一)大二)大三的
&!"

名女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表明%"

#

#

%"

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在父母感情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学校)年级)恋爱经历)生源地)是否独生女和学科背景上

不存在显著差异!"

!

#

%"

后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在年级和是否独生女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学校)恋爱经历)生源地)学科背景

和父母感情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

#

%"

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

#婚姻态度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预测

作用&结论%婚姻态度是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女大学生!婚姻态度!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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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福 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在我们国家$拥有童心)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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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幽默)亲昵)情话)沟通和欣赏是每个幸福家庭的

共性&

婚姻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婚姻的行为$是家庭

的标志和基础&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是受社会

经济和政治制度制约的$一定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经

济制度造就了与之相适应的婚姻形式与婚姻观

念+

#

,

$简单地说$就是婚姻具有社会性$即根据一定

的法律)伦理和习俗创建的$这是婚姻的本质&婚姻

是人们恋爱的最终目的$它是恋爱双方精神及心灵

的归属+

!

,

&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就像围墙$

围墙里的想出来$围墙外的还想着往里冲&有人说%

婚姻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经营的天国$如果经营的好$

欢笑)财富)地位等等就都是正增长的!如果经营不

善$则是负增长$好几年喘不过气不说$唾沫星子都

能淹死&有人说%爱情是一个人的问题$而婚姻是家

庭的事情&你可以拥有爱情$但婚姻纠葛的东西太

多了$好比父母)亲戚)朋友及社会的支持&还有人

说$婚姻就是一男一女在法律的允许下$搭帮着平平

淡淡)简简单单的过日子7 而我认为婚姻就是你多

了一个家庭的责任$多了一个类似于血缘关系的关

系$多了一个曾经不是亲人如今却很难割舍的还与

你患难与共的人&

婚恋观是指关于婚姻及恋爱的观点$是人们对

恋爱和婚姻基础问题的看法$如对择偶条件)恋爱目

的)婚姻幸福的标准)性行为等的观点)认识)见

解+

&

,

&也有人说婚姻是人的价值在婚姻)爱情上的

体现问题+

'

,

&而婚姻观就是人们对婚姻和家庭的看

法和态度&西方的婚姻观和中国的存在着很大的差

异&西方人认为%婚姻是个人事$没有人能干涉$也

不存在道德问题&而中国的传统婚姻观$一般都要

讲白头偕老$百年好合$注重从一而终$所以相当谨

慎$他们往往会想的很远很远$考虑的比较周全&而

%"

后女大学生的婚恋观总体比较理性$大多数能理

解但不能接受闪电式的恋情$这也体现她们对婚恋

的谨慎态度&对于她们而言$恋人或者伴侣更是自

己的知心朋友$是能够与自己共同努力$共同进步$

共同实现自身价值创造美好未来的搭档&

%"

后虽

然生于
%"

后$既具备了
%"

后的自信)活力)个性与

特立独行$又不乏
C"

后)

$"

后的稳重与谨慎+

D

,

&

%"

后女大学生在看待婚姻态度这一问题上$体现了更

多的自主性和更强的女性自我发展意识$具备了现

代知识女性的独立)自信和开放&

态度是个人的内在心理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以

某种方式做出反应&婚姻态度是指个体对婚姻的主

观看法+

I

,

$既包括对一般婚姻观念$也包括对自我婚

姻的评价或期望+

C

,

&已有研究证明$关于个体的婚

姻质量)婚姻稳定性和身心健康的问题$积极的婚姻

态度对其具有非常重要的保障的作用$婚姻态度是

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变量+

C

,

&

主观幸福感"

0*?

O

5P<3:5J5..]53,

T

$简称为

0J]

#是个体根据自身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

评价$是反映个体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指

标+

C

,

&积极心理学家认为主观幸福感就是指个体主

观上对自己已有的生活状态正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

生活状态的一种肯定的态度和感受+

$

,

&国内的学者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
!"

世纪
%"

年代$多集

中在对中)老年人群体的研究$大学生相对来说较

少&主观幸福感是大学生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直

接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

%

,

&国内关于大学

生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的焦点在于分析影响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各种因素$比如自尊和主观幸

福感)社会支持)爱情心理与主观幸福感)恋爱动机

与主观幸福感等$但是对于大学生的恋爱心理成熟

度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比较缺乏+

#"

,

&对于大学生

来讲$

%"

后女大学生正处于
!"

$

!&

岁左右$处于对

婚姻无限憧憬的年龄$所以关注这一特殊群体的婚

姻态度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以

商洛学院和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的部分
%"

后女大学

生作为被试"见表
#

#$采用婚姻态度量表和总体幸

福感量表$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了
%"

后女大学生的

婚姻态度和主观幸福感的状况$探讨了
%"

后女大学

生婚姻态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一步增强对
%"

后女大学生对婚姻态度和主观幸福感的认识$维护

她们的心理健康&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体分层随机抽样$抽取商洛学院

和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两所大学中在校的大一)大二

和大三的女大学生作为被试"见表一#&调查过程中

采用统一发放)集中填写和收回问卷的形式&共发

放问卷
&!"

份$回收
&#'

份$回收率为
%$a

$剔除无

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
!'D

份$有效率为
CCa

&

收回的问卷如果没有填写学校)年级)恋爱经历)生

源地)是否独生女)学科背景)父母感情方面的信息$

都作为缺失值$不参与有关统计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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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女大学生的婚姻态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表
#

!

被试的基本情况

项目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a

#

学校 商洛学院
##' 'IAD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 D&AD

年级
大一

$# &&A#

大二
I$ !CA$

大三
%I &%A!

恋爱经历
零次

$D &'AC

一次
C# !%A"

两次
D# !"A$

两次以上
&$ #DAD

生源地 城镇
DC !&A&

农村
#$$ CIAC

是否独生女 独生女
'# #IAC

非独生女
!"' $&A&

学科背景 理科
%I &%A!

文科
#'% I"A$

父母感情 稳定
!&D %DA%

离异或分居
#" 'A#

#二$研究工具

#A

婚姻态度量表

婚姻态度量表"

_L0

#主要采用
]+-<<5,

等编制

的中文版$该量表共有
!"

个题目$包括两个因子%一

般婚姻观念和自我婚姻的评价或期望$每个条目采

用
#

$

'

级评分$部分条目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则

表示婚姻态度越积极&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值为

"AC%"

&

!A

总体幸福感量表

总体幸福感量表+

##

,

"

KJ]

#的测量主要采用

#%%I

年国内段建华修改的总体幸福感量表$该量表

共有
#$

个条目$通过对健康的担心)松弛和紧张)对

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

快的心境和精力六个方面来评价总体幸福感$得分

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女

性为
"A%I

&

#三$研究程序

本测试采用团体施测的方式$选择学生在上自

习课时发放问卷$由主试统一做出的指导语&测试

一般在
D

$

#"

分钟之后$统一收回&

#四$数据处理

采用
_3P+);)/< 2̀P5.!""&

进行数据录入与管

理$继而采用
0M00#CA"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统

计方法包括描述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
<

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

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和主观幸福感的

基本情况

表
!

中的描述统计结果表明$就总体状况而言%

%"

女大学生的婚姻态度非常积极$平均分为

D&b''D

$介于
!&

$

%!

分之间&不管是一般婚姻观念

还是对自我婚姻评价或期望方面的得分都比较高$

而主观幸福感也很高$平均分为
C$b!I%

$全国常模

女性得分为
C#

分$远远高于常模&

表
!

!

%"

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及主观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项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一般婚姻观念
!I 'D &DA%#$ !A%D$

自我婚姻评价或期望
C !& #CAD!C !A#%I

婚姻态度
&& I$ D&A''D 'A#%&

对健康的担心
& #D CACI& !A'#I

精力
C !C #$ADCI &ADI#

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
! ## IA$%" #AI$%

忧郁或愉快的心境
$ !! #IA"I% !A$%$

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
' #I ##A$#I !A"D&

松弛和紧张
C !I #CA#DD &A&&!

主观幸福感
'& #"! C$A!I%#"A##$

#二$

%"

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和主观幸福感在

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分布情况

#A

不同学校*恋爱经历*学科背景的
%"

后女大

学生的婚姻态度和主观幸福感

表
&

!

不同学校"恋爱经历"学科背景的
%"

后女大学生

在婚姻态度及主观幸福感量表上的差异

项目 类型 婚姻态度 主观幸福感

学校

商洛学院

"

7Y##'

#

D&A'&%Z'A'&$C%A#D$Z#"AD'"

学前师范学院

"

7Y#&#

#

D&A'D"Z&A%$D CCA'%IZ%AC##

V B"A"!! #A!$'

>

"A%$& "A!

恋爱

经历

零次

"

7Y$D

#

D&A"$!Z'AI'$C$A&#$Z##A"#'

一次

"

7YC#

#

D&A$&#Z&A$!DC%AD&DZ#"AI'$

两次

"

7YD#

#

D!AI"$Z&A!#% CCA"&%Z$A!"C

两次以上

"

7Y&$

#

D'AID$Z'AC"% CCA''CZ%A&%C

N !A#$# "A"C&

>

"A"%# "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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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项目 类型 婚姻态度 主观幸福感

学科

背景

理科

"

7Y%I

#

D&AI#$Z'A"CIC$A$IDZ#"A$&%

文科

"

7Y#'%

#

D&A!$!Z'A!C& CCA$$IZ%AI'&

V "ACDC "AC&$

>

"A'D "A'I#

!!

从表
&

可以看出$在不同学校)恋爱经历以及学

科背景上$大学生的婚姻态度和主观幸福感都没有

显著性差异&

!A

不同年级*生源地*是否独生*父母感情不同

的
%"

后女大学生的婚姻态度和主观幸福感

由表
'

可以看出$

%"

后女大学生在忧郁或愉快

的心境)松弛和紧张以及主观幸福感上存在年级上

的显著差异$其它各量表上均无显著差异$但大一的

女大学生在总量表及各分量表上的得分略高于大二

和大三的女大学生!

%"

后女大学生在对生活的满足

和兴趣上存在生源地人口学变量上的显著差异$其

它各量表上都不存在生源地上的显著差异!不同家

庭结构的
%"

后女大学生在忧郁或愉快的心境)松弛

和紧张)精力和幸福感上存在是否是独生女人口学

变量上的显著差异$其它各量表上都不存在是否是

独生女上的显著差异$但独生女的
%"

后大学生在总

量表及各分量表上的得分略高于非独生女的
%"

后

大学生!

%"

后女大学生在对一般婚姻观念)婚姻态

度以及精力上存在父母感情人口学变量上的显著差

异$其它各量表上都不存在父母感情上的显著差异$

但父母感情稳定的女大学生在总量表及各分量表上

的得分略高于父母感情离异或分居的女大学生&

表
'

!

不同年级"生源地"是否独生"父母感情不同的
%"

后女大学生在婚姻态度及主观幸福感量表上的差异

项目 类型
一般婚姻

观念

婚姻

态度
精力

对生活的满

足和兴趣

忧郁或愉

快的心境

松弛和

紧张

主观幸

福感

不同

年级

大一"

7Y$#

#

&IA&!#Z!A$$"D&A$I'Z&A$II#%A"!DZ&A$&' IA%CDZ#AID# #IAC'#Z&A""C#$A"&CZ&AD!I $"AD#%Z##A!&D

大二"

7YI$

#

&DACC%Z!A$"ID&A!C%Z'A"II#$A&I$Z&ADC" IA$"%Z#A$&% #DA$"%Z!AC!!#IAI%#Z&A&%# CIA%!CZ#"A!'C

大三"

7Y%I

#

&DAIICZ&A##CD&A!"$Z'AD'%#$A&''Z&A&"D IA$CDZ#AI!' #DAI$$Z!A$DI#IAC'"Z!A%%! CCA&!&Z$AC!!

N #A#'I "AI"% "A%I& "A#$' &A&''

$

'A&"$

$

&A"C!

$

>

"A&#% "AD'D "A&$& "A$&! "A"&C "A"#' "A"'$

生源地

城镇"

7YDC

#

&IA"D&Z'A"$"D&AIICZ'A#%&#$A'C'Z'A"$" IA'DIZ#AC&& #IA#CDZ&A'D'#CAC#%Z&A&I% C$A!'IZ##A$$$

农村"

7Y#$$

#

&DA$C$Z!A%""D&A&C$Z'A!"!#$AI"IZ&A&%% CA"!#Z#AID$ #IA"&CZ!AC#C#IA%$'Z&A&#! C$A!CCZ%ADD!

V "A&%# "A'DD B"A!'I B!A!&#

$

"AI#D #A'I! B"A"!

>

"AI%I "AI'% "A$"I "A"!C "ACD& "A#'D "A%$'

是否

独生

独生"

7Y'#

#

&DA%!CZ&A$#"D&AC"CZDA&''#%AC"CZ&A%"" CA#!!Z#AII# #CA"!'Z&A'"%#$A&'!Z'A"II $#A'$$Z##AC&#

非独生

"

7Y!"'

#

&DA%#CZ!ACIID&A&%!Z&A%&I#$A&'$Z&A'D' IA$'&Z#AI%D #DA$C$Z!ACD'#IA%#CZ&A#!& CCAI!&Z%AIID

V "A"! "A'&$ !A!&%

$

"A%I' !A&&&

$

!AD!D

$

!A!D#

$

>

"A%$' "AII# "A"!D "A&&I "A"! "A"#! "A"!D

父母

感情

不同

稳定"

7Y!&D

#

&IA"!#Z!A%'DD&AI""Z'A"%!#$AIC!Z&A'C& IA%!&Z#AI'' #IA#&!Z!A$C"#CA#C%Z&A&CI C$A'$#Z%A%%I

离异或分

居"

7Y#"

#

&&AD""Z!A!!''%A$""ZDA"%D#IA&""Z'A%!& IA#""Z!AD#' #'AI""Z&A&'"#IAI""Z!A##% C&A&""Z#!A#%&

V !AIC&

$$

!A$'C

$$

!A"CC

$

#AD#' #AI'& "AD&C #AD%#

>

"A""$ "A""D "A"&% "A#&# "A#"! "AD%! "A##&

!!

注%

$表示
M

%

"A"D

$

$$表示
M

%

"A"#

$下同&

!!

#三$

%"

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与主观幸福感的

相关分析

由表
D

可以看出$

%"

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与主

观幸福感在
"A"#

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即婚姻态度

的得分越高$幸福感的得分也就越高&其中一般婚

姻观念在
"A"#

水平上与自我婚姻观念)婚姻态度总

分)精力)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和幸福感总分呈显著正

相关$在
"A"D

水平上与松弛和紧张呈显著正相关!

自我婚姻评价或期望在
"A"#

水平上与婚姻态度总

分)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

和幸福感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在
"A"D

水平上与对健

康的担心呈显著负相关!婚姻态度总分在
"A"#

水平

上与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

和幸福感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对健康的担心在
"A"#

"&#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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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黄光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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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女大学生的婚姻态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水平上与精力呈显著负相关$在
"A"D

水平上与对生

活的满足和兴趣呈显著负相关$在
"A"D

水平上还与

幸福感总分呈显著正相关!精力在
"A"#

水平上与对

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

为的控制)松弛和紧张和幸福感总分呈显著正相关!

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在
"A"#

水平上与忧郁或愉快

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和紧张和幸福感

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在
"A"#

水平

上与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和紧张和幸福感总

分呈显著正相关!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在
"A"#

水平

上与松弛和紧张和幸福感总分呈显著正相关!松弛

和紧张在
"A"#

水平上与幸福感总分呈显著正相关&

表
D

!

%"

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项目
一般婚

姻观念

自我婚姻评

价或期望

婚姻

态度

对健康

的担心
精力

对生活的满

足和兴趣

忧郁或愉

快的心境

对情感和行

为的控制

松弛和

紧张

自我婚姻评价或期望
"A&"%

$$

婚姻态度
"A$IC

$$

"AC'!

$$

对健康的担心
B"A"'# B"A#&$

$

B"A#"#

精力
"A!D%

$$

"A#$!

$$

"A!C$

$$

B"A#CI

$$

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
"A"CD "A!!#

$$

"A#I%

$$

B"A#'I

$

"AD'&

$$

忧郁或愉快的心境
"A"&"

$$

"A!C'

$$

"A&DC

$$

B"A"C# "AI#I

$$

"A'!%

$$

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
"A"I" "A#"C "A"%% B"A##&

"A'&"

$$

"A&DD

$$

"A'CD

$$

松弛和紧张
"A#&#

$

"A"&% "A##& "A"D" "A&DC

$$

"A!!&

$$

"A'$C

$$

"A&&D

$$

主观幸福感
"A!&I

$$

"A#$#

$$

"A!I!

$$

"A#!I

$

"AC$!

$$

"AD%#

$$

"A$#D

$$

"AI&&

$$

"AC##

$$

!!

#四$

%"

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与主观幸福感的

回归分析

表
I

!

%"

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

! 调整
\

!

] < N

婚姻态度
"A"I$ "A"ID "AI&# 'A!!' #CA$''

由表
I

可以看出$只有婚姻态度总分进入了回

归方程$说明婚姻态度总分能够对主观幸福感做出

预测&

三"讨论

#一$

%"

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和主观幸福感的

特点

在本次研究中$

%"

后女大学生由于所处环境

的特殊性$相对于社会这个大群体要简单单纯$因此

在对待婚姻问题上能本着一颗简单的心$不会顾及

太多$而且受当代大众娱乐作品的影响$好比电视

剧)电影和综艺节目$再加上所研究的被试为典型的

-

%"

.后对于婚姻的态度比较理性$更认可婚姻的基

础是充裕的物质或精神&

#二$人口学统计变量对
%"

后女大学生婚姻态

度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A

不同学校*恋爱经历*学科背景对
%"

后女大

学生婚姻态度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在总量表以及分量表上的得分$说明
%"

后女大

学生的婚姻态度与主观幸福感在不同学校上)恋爱

经历上)学科背景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之所以得出

此结论$主要原因有可能是都是
%"

后的女大学生$

思想都比较单纯$头脑比较理智&

!A

不同年级*生源地*是否独生*父母感情不同

对
%"

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在年级上$

%"

后女大学生在忧郁或愉快的心

境)松弛和紧张以及主观幸福感上存在年级上的显

著差异$其它各量表上均无显著差异$但大一的学生

婚姻态度和幸福感的总分以及各维度的平均分要略

微高于大二和大三的学生$之所以会有此结果可能

是因为大一学生由于在大学之前的种种约束$因此

对于爱情无比向往$过于憧憬$所以在测试中会主观

的带上对婚姻的无限美好愿景$得分稍高一些&

在生源地人口学变量上$

%"

后女大学生在对生

活的满足和兴趣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余各量表上都

不存在显著差异$得到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现

在国家城镇化大力的推进$以及对农村的大力扶持$

城乡差别逐渐缩小$且大学圈子的性质从一定程度

上打破了农村和城镇的局限$所以不管是农村还是

城镇学生对于婚姻态度和主观幸福感都不会存在太

大差距&

在是否是独生女人口学变量上$

%"

后女大学生

在忧郁或愉快的心境)松弛和紧张)精力和幸福感上

存在显著差异$其余各量表上都没有表现出显著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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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此原因可能为%一是现在父母越来越重视小孩的

教养方式$即使是独生女也不会过分溺爱$逐渐缩小

与非独生女的差异$而且现在一个家庭基本上都是

两个孩子$不像以前的大家庭!二是大学期间$无论

是独生女还是非独生女更多过着寄宿的生活$需要

自己开始独立生活学习!三是独生子女占有资源较

多$无论是经济上)情感上的支持都要比非独生子女

要更多$所以独生子女的总体幸福感要更强&

%"

后女大学生在对一般婚姻观念)婚姻态度以

及精力上存在父母感情人口学变量上的显著差异$

其它各量表在父母感情上未发现显著差异$但父母

感情对于个体的婚姻态度和主观幸福感影响较大&

一般而言$父母感情稳定$孩子对于自己的婚姻也将

更为期待$并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模仿和学习$延续

其父母的婚姻模式&国内学者在父母婚姻关系与大

学生婚恋观的研究中也曾发现$父母婚姻感情越好$

对待婚姻越积极$在两性交往中的情绪体验越趋于

正向+

C

,

&

#三$

%"

后女大学生婚姻态度与主观幸福感的

关系分析

通过对婚姻态度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一

般婚姻观念.)-自我婚姻评价或期望.)-对健康的担

心.)-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

-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和紧张.)-精力.分量

表及婚姻态度量表与幸福感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A

!&I

)

"A#$#

)

"A#!I

)

"AD%#

)

"A$#D

)

"AI&&

)

"AC##

)

"A

C$!

)

"A!I!

$达到了显著相关&且用主观幸福感总量

表作为因变量$以婚姻态度总量表为自变量建立回

归方程$结果婚姻态度总分能够进入回归方程$由此

可以得出$

%"

后女大学生的婚姻态度与主观幸福感

存在一定的关联$且婚姻态度的总分能够预测主观

幸福感的分数&另外$也可以主动的将此时的婚姻

态度和将来的婚姻联系起来$并可以理智的去分析

未来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以乐观不惧未来的态度

面对$这将有利于双方建立长久而稳定的婚姻关系&

乐观的婚姻态度$主动建造浪漫并关怀对方$理智的

考虑爱情和婚姻的联系$这些都极大的影响着大学

生的主观幸福感&如果婚姻态度总分高$则主观幸

福感也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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