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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问卷调查对 Ｈ大学４６５名在校研究生的婚 恋 观 进 行 研 究，从 婚 恋 现 状、恋 爱 动 机、择 偶 标 准、对

待同性恋的态度、离婚观等方面分析当代在校研究生婚恋观的特点和问题，并从性别和是否为独生子女等方

面对研究生婚恋观的差异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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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恋观，即人们对恋爱和婚姻的价值取向和基

本观念。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校研究生不断扩招，在
校研究生群体逐渐扩大，许多问题也接踵而来，其中

之一就是这一特殊群体的婚恋问题。作为当代青年

中的高层次知识分子，在校研究生的婚恋行为预示

着未来中国社会婚姻家庭的某些发展趋势，并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未来人口的综合素质。由于身处

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这一群体受到西方价值观对

我国传统婚恋价值判断体系的影响，其婚恋价值观

表现为各种价值取向的冲突 和 整 合［１］。自１９７９年

我国政府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独生子女群体不断增

大，引起了家庭结构的变化，随之带来一系列社会问

题，再加上我国男女比例失调问题不断加重，社会节

奏加快，独生子女婚恋问题也日趋严重。
本文主要针对在校研究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

婚恋现状和观念做定性和定量分析，调查内容涉及

恋爱、择偶、婚姻、生育等方面，试图较全面了解当代

研究生的婚恋现状，更好地理解其婚恋心理和行为，
同时在性别和是否为独生子女等方面对在校研究生

的婚恋观进行比较，探析其主要特点和问题，对当代

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未来建立美

满的婚姻有一定帮助。此外，正确的婚恋观也是健

康心理素质的一部分，了解研究生婚恋观有助于更

好地进行研究生的心理健康辅导。

一、调研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采用自编问卷《Ｈ大学在校研究生婚

恋价值观的问卷调查》（分为男研究生版和女研究生

版）。通过阅读和分析国内外有关研究资料，在参考

国内大学生婚恋观问卷［２－３］基础上，编 制 初 稿，然 后

对每个题目和选项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行检查，避

免样本丢失和问题较强的诱导性，经过修改和整理

形成正式问卷并发布于“问卷星”网络平台上（便于

在线统计与分析）；利用媒体（校园ＢＢＳ、新浪微博、
腾讯ＱＱ群、电子邮件等方式）宣传，最终对回收问

卷的数据进行了单变量统计分析和交叉统计分析，
试图较全面了解在校研究生的婚恋观现状和特点。



调研对象为 Ｈ大学在校研究生群体，共回收在

线填写问卷４８０份，有效回收问卷４６５份。样本的

年级分布和出生年份分布如图１和图２所示，一致

符合全校研究生的分布特征（硕士一年级包括某单

位代培生，硕士二年级结束后有部分学生直接转博

等），可见本次问卷调查具有较高的可靠性。调查样

本的 平 均 年 龄 为２４．８８岁，样 本 构 成 情 况 如 表１
所示。

　　　　

图１　调查样本的年龄分布情况　　　　　　　　　　　　　图２　调查样本的年级分布情况

表１　调查样本构成情况

调查样本构成 频次 百分比 调查样本构成 频次 百分比

性别
男研究生

女研究生
２０５
２６０

４４．０９％
５５．９１％

学历
硕士生

博士生
３１８
１４７

６８．３９％
３１．６１％

婚恋现状

单身

恋爱中

已婚现无小孩

已婚已有小孩

２２４
２２３
１５
３

４８．１７％
４７．９６％
３．２３％
０．６４％

是否为

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１８２
２８３

３９．１４％
６０．８６％

恋爱史
无恋爱史

有恋爱史
１１５
３５０

２４．７３％
７５．１７％

二、恋爱观

恋爱观是婚恋价值的核心，反映人们对恋爱中

诸多问题所持有的心理评价和态度倾向。

（一）恋爱动机

恋爱动机指恋爱行为产生的原因，它反映人的婚

恋价值取向。考虑到被调查者的恋爱动机可能不止一

种，问卷列出了１０项恋爱动机选项，要求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从中选择一种或多种，调查统计结果如下：
表２　在校女研究生的恋爱动机分布表

　　　　　　　　　　样本分类

恋爱动机　　　　　　　　　　

女研究生 男研究生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频次 比例 频次 比例 频次 比例 频次 比例

０１．寻找人生的伴侣 ２４０　 ９２．３１％ １８８　 ９１．７１％ １６６　 ９１．２１％ ２６２　 ９２．５８％
０２．满足心理的需要 １１８　 ４５．３８％ １１６　 ５６．５９％ １０２　 ５６．０４％ １３２　 ４６．６４％
０３．纯粹的感情投入 ６８　 ２６．１５％ ６２　 ３０．２４％ ５２　 ２８．５７％ ７８　 ２７．５６％
０４．满足生理需要 ４１　 １５．７７％ ８０　 ３９．０２％ ６３　 ３４．６２％ ５８　 ２０．４９％
０５．调剂紧张的学习生活 ４０　 １５．３８％ ３０　 １４．６３％ ２４　 １３．１９％ ４６　 １６．２５％
０６．证明自身价值或魅力 １８　 ６．９２％ １７　 ８．２９％ １５　 ８．２４％ ２０　 ７．０７％
０７．打发无聊的岁月 １７　 ６．５４％ １８　 ８．７８％ １９　 １０．４４％ １６　 ５．６５％
０８．随大流 ７　 ２．６９％ ５　 ２．４４％ ７　 ３．８５％ ５　 １．７７％
０９．达到出国、就业等功利目的 １　 ０．３８％ ０　 ０．００％ １　 ０．５５％ ０　 ０．００％
１０．其他 ４　 １．５４％ ５　 ２．４４％ ４　 ２．２０％ ５　 １．７７％

卡方检验（合并最后四项） χ
２＝７．８５，ｄｆ＝６，ｐ＝０．２５ χ

２＝５．６０，ｄｆ＝６，ｐ＝０．４７

　　由表２可知，选择比例最大的四项为“寻找人生

的伴侣”、“满足心理的需要”、“纯粹的感情投入”和

“满足生理需要”。根据１９４３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

洛在其著作《动机论》中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

需要可以分为五个层次，依次是：生理的需要、安全

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包含爱与被爱，归属与领导）、
尊重的需 要 和 自 我 实 现 的 需 要。本 次 调 查 结 果 表

明：当代高校研究生的恋爱动机虽有现实的一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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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是追求纯真的爱情。
对 比 独 生 子 女 与 非 独 生 子 女 研 究 生 的 恋 爱 动

机，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但在“满足心理需要”
和“满足生理需要”两项上，独生子女明显高于非独

生子女，这应该源于独生子女的成长过程造成其孤

独感比非独生子女更强。
（二）异地恋的态度

因为异地求学或工作等原因，异地恋在高校恋

爱中占有不可忽视的比例。调查显示，７６．７７％的研

究生表示异地恋“有点困难，但接受”或“只要坚持就

能成功”，剩 余 的２３．２３％表 示 异 地 恋“困 难，不 接

受”或“极大可能不成功”。可见当代研究生对异地

恋的态度较为乐观，同时也表现出理性。
在对异地恋的态度上，恋爱中的研究生和单身

者有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５），前 者 对 待 异 地 恋 的 态

度更为乐观。具体见表３。
表３　研究生对待异地恋的态度分布表

对待异地恋的态度
男研究生（２０５人） 女研究生（２６０人） 总样本（４６５人）

恋爱中 单身 恋爱中 单身 恋爱中 单身

只要坚持就能成功 ３８．３７％ ２０．１７％ ４０．６４％ ２３．８１％ ３９．８３％ ２１．８８％
有点困难但接受 ４３．０２％ ５３．７８％ ４０．００％ ４６．６７％ ４１．０８％ ５０．４５％

困难，不接受 １０．４７％ １５．９７％ ９．０３％ ２２．８６％ ９．５４％ １９．２０％
极大可能不成功 ８．１４％ １０．０８％ １０．３２％ ６．６７％ ９．５４％ ８．４８％

卡方检验 χ
２＝８．４４，ｄｆ＝３，ｐ＝０．０４χ

２＝１１．６６，ｄｆ＝３，ｐ＝０．０１ χ
２＝９．１１，ｄｆ＝３，ｐ＝０．０３

　　（三）应对婚恋挫折的态度

失恋在高校恋爱中较为普遍，调查结果显示，样
本中５４．６１％女研究生 和５０．２４％男 研 究 生 至 少 经

历过一次失恋。他（她）们在和恋人分手后，４５．７５％
选择“维持好朋友关系”或“有些尴尬，争取做普通朋

友”；同 时 ３４．８２％ 的 人 选 择 “再 也 不 联 系”；仅

２．４３％的 人 选 择“反 目 成 仇”，剩 余 的１６．１９％的 人

表示“说不清楚”。这些失恋经历有５７．１５％是发生

在仅一年半内的恋情里。具体见图３。

图３　过去的恋情（平均）维持时间分布

取每个时间区间的中点值进行加权平均（七年

以上取值７年），权值为相应时间区间的人数比例，
得到总样本期望值为１．８８年（其中男研究生期望值

为１．６５年，女研究生为２．０４年。），也就是说最大可

能性发生失恋状况是在恋爱１．８８年时。也许情场

的“三年之痛”在当代应该已变化为“两年之痛”了。
尽管被调查 者 中 有７０．５７％认 为 失 恋“虽 然 有 伤 害

但是能够自我调节”，但是提高在校生的承受恋爱挫

折能力，仍是高校教育不可忽视的问题，因为在调查

中有１４．８６％研究 生 在 面 对 失 恋 时 表 示“感 觉 伤 害

很大，无法正常地学习和生活”。

如果选择最赞成的一句话形容失恋，被调查者

５８．２３％选 择“失 败 的 恋 情 会 让 自 己 更 加 成 熟”，

１９．８１％选择“失恋不是婚姻也不是人生的失败”，可
见，在校研究生整体上能比较乐观地看待失恋。

三、择偶观

择偶观是指人们在挑选配偶过程中所持有的价

值判断和态度倾向，因而它是婚恋观的重要组成部

分。调 查 中 对 择 偶 标 准 和 择 偶 方 式 进 行 了 统 计

分析。
（一）择偶标准

择偶标准即婚姻关系中男女双方选择自身配偶

的准则，是婚恋价值的核心成分之一。它是一个变动

着的综合指标，既表现出继承性，即不同时期人们的

择偶标准保持某些共同的因素，又表现出差异性，不
同社会、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择偶标准不同。

调查问卷中共列出了１４项择偶标准：两人感情、人品

性格、相貌身材、身体健康、经济收入、家庭背景、学

历、生活习惯、工作性质、能力才干、年龄、婚史、户口

以及其他等，调研对象被要求从以上择偶标准中选择

自己在选择终身伴侣时最看重的６项，并按照看重度

由高到低排序（统计选项时也相应地赋予由高到低的

权值），最终得到平均综合得分（平均综合得分＝（Σ
频数×权值）／本题填写人次）。独生子女的综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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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独生子的平均综合得分和独生女的按照人数加

权平均得出，其他项也是如此。统计结果见表４：
表４　研究生择偶标准平均综合得分分布

择偶标准
性别 是否独生子女

男研究生 女研究生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人品性格 １２．６　 １３．０５　 １３．０１　 １２．８４
两人感情 １２．６２　 １１．７　 １２．０７　 １２．２８
能力才能 ４．２１　 ８．８　 ５．９１　 ７．２２
身体健康 ６．９６　 ８．６３　 ８．３２　 ７．６２
生活习惯 ７．４８　 ６．５４　 ７．３８　 ６．７９
经济收入 １．２８　 ４．４５　 ３．２１　 ３．０６
相貌身材 ７．９４　 ４．４２　 ６．１１　 ５．８４
家庭背景 ４．４　 ４．０９　 ５．３３　 ３．６０

学历 ３．３１　 ３．３６　 ２．４９　 ３．９１
年龄 ３．７８　 １．５７　 ２．３０　 ２．８２

工作性质 １．３８　 １．１６　 １．２８　 １．２７
婚史 ２．５８　 ０．９５　 １．４３　 １．９２
户口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０６
其他 ０．３８　 ０．１　 ０．３７　 ０．１３

女研究生择偶时最看重的５项条件依次是人品

性格、两人感情、能力才干、身体健康和生活习惯，男
研究生最看重的是两人感情、人品性格、相貌身材、

生活习惯和身体健康。他（她）们把这些因素看得比

经济收入、家庭背景、户口等其他方面更重要，这说

明在校研究生在择偶方面更看重对方的性格，因为

这一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未来的婚姻品质。从

“两人感情”非常高的综合得分可以看出研究生群体

爱情观比较纯真，注重婚姻的感情基础。这说明与

物质相比，无论男女研究生都更看重精神因素，注重

婚姻生活的品质。

在综合得分前５项中，男女研究生仅存在一项

差别，男研究生看重女方的“相貌身材”，女研究生看

重男方的“能力才干”，不禁联想到中国传统美满的

婚姻要讲究“郎才女貌”这一说法。在“婚史”选项的

综合得分上，男研究生明显高于女研究生，这表明在

择偶时男研究生比女研究生更看重对方“是否有过

婚史”。在众 多 选 项 中，作 为 脱 离 个 人 条 件 的 选 项

“家庭背景”拥有较高的综合得分，表明很多青年认

为婚姻的结合意味着两个家庭的融合，“门当户对”

这一 传 统 理 念 在 当 代 青 年 择 偶 时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影响。
（二）择偶方式

在被调查者中，４６．１５％女研究生和４２．４４％男研

究生觉得找对象“十分困难”或“比较困难”，而“找对

象困难的原因”比例最大两项为“认识异性的途径较

少”（占６２．５９％）和“自己眼光较高造成择偶范围比较

小”（占４９．３２％）。男研究生还有一项“与异性交往能

力差”也明显较高，比例为男研究生样本的４２．５３％。

由 于 一 个 人 愿 意 选 择 的 择 偶 方 式 一 般 不 止 一

个，故在本问卷中采用多选的方式进行调查。结果

显示：在校 研 究 生 在 选 择 择 偶 方 式 时 热 衷 于“自 己

找”，占９８．４９％，这 说 明 大 多 数 研 究 生 希 望 通 过 自

由恋爱 来 择 偶。同 时 也 有７６．５６％的 研 究 生 接 受

“父母、亲友、同事等介绍”的方式。随着生活节奏的

加快以及研究生生活圈的限制，３１．１８％研究生表示

接受“亲友帮忙征婚”。
在统计被调查者能接受的确定恋爱关系的方法

时发现，对 于 女 研 究 生，４１．９２％选 择“男 方 追 求 女

方”；没有人 选 择“女 方 追 求 男 方”；５０．００％选择“以

上两者皆可”；剩余的选择“说不清楚”。而对于男研

究生，１１．７１％选 择“男 方 追 求 女 方”，仅０．９８％选 择

“女方追求男方”，８３．４１％选择“以上两者皆可”，剩余

的３．９％选择“说不清楚”。这些表明相比男研究生，

女研究生恋爱主动性不强。而如前文所述绝大多数

女研究生在选择择偶方式又更倾向于“自己找”，这一

矛盾的心理成为女研究生找对象困难的原因之一。
（三）对待同性恋的态度

同性恋在世界上不少国家是合法化的，其权利

也有相应的法律保护。而在中国，同性恋者在社会

上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与排斥，也无明确法律

保 护。据 调 查 显 示，在 对 待 同 性 恋 的 问 题 上，

９５．３８％女 研 究 生 和８０．４９％男 研 究 生 表 示“支 持”

或“理解，但不过问”；仅４．６２％女研究生和１９．５１％
男研究生持“反对”意见。这折射出目前中国社会对

待同性恋的态度趋向于宽容和理解，而这在具有较

高知识水平的研究生群体中表现更为明显。

四、结婚观

结婚观 是 婚 恋 观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调 查 显

示，６２．８０％研 究 生 认 为 结 婚 的 标 识 是“领 取 结 婚

证”，也 有２２．５８％认 为 是“婚 礼 的 仪 式”，剩 余 的

１４．６２％认为是“住在一起”或“其他”。
（一）理想结婚年龄

被调 查 者 的 理 想 结 婚 年 龄 分 布 较 为 集 中，

９１．８３％认为应在２５～３０岁间。总样本的理想结婚

年龄期 望 值 为２８．１９岁，其 中 男 研 究 生 期 望 值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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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７５岁，女研 究 生 为２７．７５岁。而 我 们 得 到 选 择

不同区间的单身率分布，对于女研究生：随着理想结

婚年龄区间的增大，该区间内样本的单身率也增大。
具体见图４。

图４　理想结婚年龄与相应区间的单身率

被调查 者 在 男 女 双 方 的 年 龄 差 距 的 态 度 上，

８２．２３％选择“男比女大但是不要太多”或“年龄相差

不大即可”；１０．９７％对年龄差距表示“无所谓”。在

配偶最低学历要求上，５９．１４％选择了本科，１３．９８％
表示对学历要求“无所谓”；可见被调查者对研究生

学历已经远 不 像 社 会 上 其 他 人 那 样 看 得 神 秘 和 重

要，这表明在校研究生明白学历并不能反映一个人

的能力与品行，而后者对婚姻更重要。
被调查者被问及“如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结婚

对象 情 况 下 会 如 何 做”，２７．７４％选 择“一 辈 子 不 结

婚”，１８．４９％选择“找一个凑合”，剩余的５３．７６％选

择“不知 道”。而 在 选 择“找 一 个 凑 合”的 女 研 究 生

中，认 为 自 己 父 母 的 婚 姻“美 满”或“较 美 满”占

６７．４４％；而 选 择“一 辈 子 不 结 婚”的 女 研 究 生 中 占

５６．５９％，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父母的婚姻幸福度

会影响到子女对婚姻的乐观和信心。
（二）婚后愿意跟父母（公婆）的联系情况

在被调查者中，５９．０２％男研究生和７４．６２％女

研究生表示婚后 “不愿意跟父 母（公 婆）住 在 一 起，
会经常去问候、探望他们”。这反映了研究生群体将

来婚姻的居住形式倾向于核心家庭，不愿意跟父母

（公婆）住在一起。而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研究生

在这问题上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而在“跟公婆

住一起，朝夕相处”一项上，非独生女研究生显著高

于独生女研究生，表明研究生群体中非独生子女相

对于独生子女在和父母（公婆）的关系上考虑更为乐

观，这与大学生群体正好相反［４］。见表５。
表５　研究生婚后愿意跟父母（公婆）的联系情况

婚后愿意跟父母（公婆）的联系

性别 是否独生子女

男研究生

（２０５人）
女研究生

（２６０人）
独生子女

（１８２人）
非独生子

（２８３人）

跟他们住在一起，朝夕相处 １７．５６％ ８．０８％ ５．４９％ １６．６１％
不愿意住在一起，会经常去问候探望 ５９．０２％ ７４．６２％ ７４．７３％ ６３．２５％

没什么事情就不用去探望了 １．４６％ ３．４６％ ６．０４％ ０．３５％
不知道，视情况而定 ２１．９５％ １３．８５％ １３．７４％ １９．７９％

卡方检验 χ
２＝８．４０，ｄｆ＝３，ｐ＝０．０３ χ

２＝１４．７６，ｄｆ＝３，ｐ＝０．００１

　　（三）子女养育问题

调查显示：在 被 调 查 者 中９６．９９％打 算 婚 后 养

育儿女，他们中５９．２０％表示如果只能生一个孩子，
“男孩女孩无所谓”，这反映当代研究生强烈的男女

平等意识；８５．３７％表示如果不考虑计划生 育，愿 意

生“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

近几年计划生育政策不断放宽的需求性，在国家的

民主化、经济建设、城市化、社会保障等不断发展的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必须继续不断完善，遵循“以

人为本”，体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
（四）家庭与事业

如果女方的事业和家庭发生冲突了，被调查者中

８４．６２％的女研究生会优先考虑家庭，剩余的１５．３８％
会选择事业。这个结果表明事实并不像社会上对女

研究生的误解那样，认为女研究生是要事业不要家庭

的女 人。而 男 研 究 生５７．５６％表 示“由 女 方 自 己 决

定”，这反映了男研究生婚姻中尊重对方的意识，同时

也有３９．０２％男研究生希望女方优先考虑“家庭”。
（五）离婚观念

一向崇尚“家和万事兴”的中国正遭受婚姻动荡

的冲击，离婚率连续递增，“中国式离婚”已成为令世

人关注的现象。那作为当代在校研究生又是如何对

待这一问题的呢？调查中研究生在被问及“即使有

小孩，不幸福也可以离婚”的同意程度时，５６．７７％持

“很同意”和“较 同 意”；２７．５３％持“一 般”态 度；仅

１５．７０％持反对态度。可见研究生群体十分 重 视 婚

姻的感情基础。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研究生在此

问题上的看法一致；而女研究生持正面看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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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男研究生。见图５。

图５　研究生对“即使有孩子，不幸福也可以离婚”的看法

五、结束语

综合问卷调查结果，我们认为，当代在校研究生

婚恋价值观正随着社会发展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

特点不同于其他群体，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特征。调

查表明，研究生的婚恋价值观不仅鲜明体现出传统

青年、现代青年、知识青年的特点，而且很多时候表

现出在新旧时代、中西文化冲突中的矛盾心理和思

考状态。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研究生的婚恋观有

所不同，男女研究生的婚恋观也存在不同表现。
婚恋行为涉及的方面很丰富，研究生的婚恋价

值观存在的问题和困扰也是多样的，因此高校应该

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和渠道开展婚恋教育和帮助［５］。
首先，针对在校研究生需要学习异性交往技巧、婚恋

心理学、性健康知识的现实需求，可使用具有当代特

色的新媒体（微博、微信、飞信等）网络平台进行宣传

教育，也可通过设立专题网站，制作视频、ｆｌａｓｈ等形

式的作品引 导 健 康 的 婚 恋 方 向，培 养 婚 恋 责 任 感。
而对个别人面临的特殊问题，如婚恋选择、同性恋、
婚恋创伤等，应坚持“以人为本”，开展个体咨询，为

学生提供更为深入和个性化的心理辅导，提高研究

生的婚恋挫折承受能力。其次，应加强导师与研究

生之间的交流。研究生导师不仅是科研学术的指导

者，同时也应该是道德的教育者，思想的启迪者，情

感、意识和信念的引导者。此外，要充分利用学校资

源，为在校研究生搭建校内院系间以及高校间的交

友平台，提供更多元化、更温馨的交友途径和机会。
通过丰富多元的引导方式和安全有效的交友平台，
研究生不仅能接触到正确的婚恋知识，大胆提出自

己关心或困惑的问题，而且能拥有更多交友机会，有
助于减轻婚恋问题可能给个人带来的困扰和压力，
增强学校婚恋教育的效果，从而促进研究生个体的

健康发展和校园的稳定和谐。

参考文献：

［１］马建青，严立芬．女 研 究 生 婚 恋 观 现 状 及 特 点 探 析［Ｊ］．
高等教育研究，１９９９，（２）：５６－６３．

［２］李平菊．在校女研究生婚恋价值观研究———以武汉地区

高校为例［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０５．
［３］李东风，郜萍．独生子女 与 非 独 生 子 女 婚 恋 观 的 实 证 研

究———基于江西高校研究生的调查［Ｊ］．教育学术月刊，

２０１２，（１１）：４６－４８．
［４］阎晓军．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婚恋观的比较研

究［Ｊ］．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０３，１１（２）：８１－８３．
［５］詹成峰，何瑾．女 研 究 生 婚 恋 观 研 究 及 教 育 对 策———基

于北京大学女 研 究 生 婚 恋 观 的 调 查 研 究［Ｊ］．北 京 教 育

（德育），２０１０，（３）：７５－７７．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ＬＩ　Ｌｏｎｇ－ｋｅａ，ＣＨＥＮ　Ｙｕ－ｑｉｎｇｂ，ＬＩＵ　Ｙａｎ－ｆｅｎａ

（ａ．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　２３００２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４６５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ｌｏｖ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ｍｏ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ｏｖ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

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ｖｉｅｗ　ｏｎ　ｄｉｖｏｒ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ｉｓ　ａｎ　ｏｎｌｙ－ｃｈｉｌ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ｏｎｌｙ　ｃｈｉｌ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９５·李龙科，等·当代研究生的婚恋观现状及特点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