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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高校社会化程度提升，

大学生思想日趋多元，行为越来越开放，大学生恋爱成为

普遍现象。学生的生理条件日趋成熟，但心理发展未能同步，

恋爱心态失衡和行为失范频发。聚焦恋爱危机学者进行了

初步讨论，本文拟在既有基础上，研究地方高校大学生的

恋爱危机现状，呼吁地方高校加大对恋爱教育的重视。

大学生恋爱危机指大学生因恋爱认知偏差或情感障碍

引起的负面问题，无法通过既有经验化解，造成个体心理

不适或行为偏激 [1]。当前，“00”后群体是当代大学生的主

力军，个性张扬，敢于表达和追求爱情。他们的成长历程

大都一帆风顺，几乎没有感情受挫的经验，处在恋爱危机

中的个体，容易出现认知偏差，甚至偏激行为 [2]。

大学生恋爱危机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突发性，即危机

临时发生，没有任何先兆。当陷入恋爱危机，当事人往往

遭受相当程度的冲击，一时难以化解。二是私密性，在情

感体验上，尤其是挫折体验，大学生碍于面子或传统观念

的影响，当下不愿主动向外界倾诉；三是破坏性，指恋爱

危机导致当事人个体心态失衡和行为失范，出现嫉妒、焦虑、

失眠、抑郁、自杀、自残或伤人等行为 [3]。

论文采取问卷调查法，从恋爱观、恋爱危机、恋爱教

育等维度进行设计，形成正式问卷。随机选取大理大学（简

称理大）本科生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650份，有效问卷

622份，有效率达 95.2%。

恋爱现状分析

调查显示，有 29.3%的学生正在恋爱，30.1%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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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谈过恋爱，有恋爱经历的大学生占比近 60%，恋爱在地

方高校也普遍存在。从途径来看，有 79.5%的学生通过校

园生活相识相恋，通过网络认识的在 16%以上，经人介绍

的不足 10%，当代大学生敢于表达和追求爱情。从频率来看，

38%的学生仅谈过 1次恋爱，有过 2-3次经历的大 47%，而

4次及以上的占 15%，可见地方高校学生对感情还是比较

谨慎 [4]。

恋爱危机分析

在调查中，一周发生 1-2次恋爱危机的达 62%，而危

机较频繁，在 5次以上的极端情况占比不到 6%，地方高校

学生情感较平稳。结合问卷，恋爱危机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自私为我的恋爱追求是主导诱因。危机诱因复

杂多样，在问卷中，沟通不畅引发的危机次数最多，个案占

比 75%以上；价值观差异次之，占比 41.6%；恋爱态度差异、

恋爱态度不同和异性朋友影响的比例相近，家人反对占比最

低。大学生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大多认为相互尊重和价值观

趋同是关系持续的基础，但在恋爱中，大部分以自我为中心，

很少能换位思考，导致矛盾激化而引发危机。

其二，恋爱过程相对理性，但存在激化隐患。当危机

发生后，大于 60%的学生表示选择隐忍，近 30%学习生活

会受影响。大部分通过书籍、网络寻求慰藉，自行消解。不

到 3%的学生曾想采取冲动行为发泄。比重虽小，如若不加

以引导，极可能演化成极端案例。

其三，影响因素多元，家校作用不充分。在恋爱危机

中的个体，思想或行为均不同程度受外界影响。其中，朋辈

群体影响巨大，占比 57%，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负面的。

家庭影响占比 18.9%、社交传媒占比 10%；学校教育影响不

到 4%，关键的家校引导明显是不充分的 [5]。

当前，理大初步建立起“咨询中心－心理辅导站－心

理委员”的机制。院心理联络员对情感受挫在内的重点学生

保持关注。当危机出现后，学生可自愿预约咨询中心，情节

严重则转介校外。干预工作往往被动，弥补于已然，不如防

患于未然，恋爱危机的教育引导显得尤为必要。

一是教育者理念保守。地方高校以专业培养为重心，

对生活知识传授不十分重视。危机出现后，教育人员只是点

到为止，做事后弥补，流于形式。二是教育内容不充分。婚

恋教育应是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内

容的有机整合。现下缺乏案例说明，大多只探讨德行，不讲

技巧，缺少前瞻性、三是教育形式单一。内容的正确传达，

需要结合有效的教育形式。00后是互联网技术最大的享受

者，他们更愿意用网络与外界沟通。当前主要通过班会、讲

座说教，师生交流少，慕课、短视频等网络资源运用不够 [6]。

秉承“以生为本”的主体性理念，突出恋爱教育实效。

心理教育队伍应更新教育理念。切实完善既有教育内容，详

细分类、分专题引导。强化责任意识，教学实践应突出教育

实效，完成规定动作之余，要切实考虑学生需求，根据性别、

年龄、专业提供针对性指导，避免生硬刻板地“一刀切”，

流于形式。

一是开展实用的恋爱课程。推动填鸭式、说教式的传

统教学模式向引导式、服务式转变。结合学生实际需求，开

设针对性课程，如恋爱技巧、恋爱观、婚恋规划等。二是丰

富校园文化活动。组织各类活动，如恋爱演讲比赛、趣味知

识竞赛和联谊活动等。深挖网络教学资源，通过“学习通”“雨

课堂”等平台提供线上教学，最大限度满足保护隐私的需求。

三是畅通家校合作渠道。经济困难、父母感情破裂等家庭因

素与恋爱危机相关，家庭教育非常重要。可建立家长群，分

享婚恋教育知识，线上家访。发生危机，及时告知，给予孩

子情感支持和精神抚慰。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推进大学生的全面发

展，尤其是情感需求。现有工作以被动的“危机应对”为导

向，恋爱教育尚未全面铺开。建议学生处下设恋爱咨询服务

站，开展特色交流会，实现恋爱服务机构人性化改良。建立

线上平台，提供医疗救治、法律援助等服务。当发生意外怀

孕、伤人自伤等类似恋爱伤害时，引导其通过正规渠道维护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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