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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大学生自我概念量表与人生认知量表研究恋爱经历对%#!名大学新生进行研究"探讨其恋爱经历

对自我概念及人生观的影响$ 结果表明%大学新生在自我概念的自纳因子上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在自我概念的成

熟'自纳及人生观的社会与集体'奋斗方式因子上存在显著民族差异&恋爱经历对大学新生的自我概念具有显著影

响"恋爱过与正在恋爱的大学生在容貌'成熟等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从未恋爱的大学新生&个体的恋爱经历与自

我概念的容貌'自我概念总分存在显著相关&恋爱经历通过自我概念的间接作用对大学新生的人生观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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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恋爱是两个人基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共同的人生

理想#在各自内心形成的对对方的最真挚的仰慕#并渴

望对方成为自己终生伴侣的强烈的感情$ 从心理发展

的阶段来讲#大学生正处于成年早期#通过爱情形成亲

密感成为该阶段的重要任务$ 作为个体成长过程中必

然经历的一个阶段#恋爱经历对个体的情绪控制%人格

发展%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D%E

$之前的研究表明#

失恋经历对大学生的恋爱态度具有显著影响# 具有失

恋经历的大学生其恋爱态度更倾向于现实型# 同时失

恋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明显低于没有失恋经历的大

学生DAE

#说明恋爱经历会对个体的人生态度及心理健康

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婚姻%恋爱关系中的分享与自我

表露行为对成人依恋的类型与质量的影响作用已被研

究所证实D&E

$ 同时#在一项关于大学生负性情绪影响因

素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恋爱问题是大学生负性情绪的

重要影响因素DFE

$ 而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对自己所有特征

的认识集合#它包括个体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性格%能

力%身体等方面的认识D#E

$ 自我概念不仅影响着个人对

于环境知觉的意义# 还决定着个人对于环境的反应DGE

$

研究表明# 恋爱经历对大学生的自我概念具有正向预

测作用DHE

$人生观是人们处在一定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

中I依据一定的世界观或生活经验I所形成的关于人生

的意义%价值%目的和道德等重大问题的根本观点%信

念和态度$ A$%$年谌红桃D"E等实用自编问卷对大学生

的人生观%价值观等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当代大学生

人生观呈现出重个人利益%个人发展#重金钱和享乐等

特点$

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恋爱经历与大学新

生自我概念及人生观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

上探讨恋爱经历对大学新生自我概念及人观的影响#

引导学生家长及高校教育工作者正确对待学生的恋爱

问题#同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研究对象与工具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法抽取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大学%西南民

族大学大一新生 &J$人#回收有效问卷 &$G份#有效率

"H@FK$ 其中男生 %F$人#女生 %GG人&汉族 %L$人#藏

FL



男 女

!"#$$ !"%&'

( )* ( )* + ,

交际 %-.// 0.$12 %-.23 0.403 '.502 '.35

友善 %%.23 0.331 %%.4- 0.'33 6'.002 './00

信义 %0.-% 0.%-2 %0.0' %.520 '.-2- '.503

容貌 4.30 %.35% 4.5' %.41- 6'.1/0 '.-0/

学业 4.'/ %.2/0 2.4/ %.430 %.3-0 '.%23

志向 5.05 %.55% 5.'0 %.341 '.1%- '.-4-

家庭 %0.-- %.1%5 %0.5- %./-4 6%.0'- '.0-%

成熟 4.%1 %.534 2.12 %.32% './5% '.-/2

自纳 4.20 %.333 4.'- %.%43 0.0017 '.'05

自我概念 /0.83 1.4/3 /%.34 /.-1- '.5 '.3/8

功利与利用 8.83 './11 8.80 '.585 '.%4/ './45

完善与发展 -.5- '.334 -./0 '.3%3 6%.%5/ '.03%

社会与集体 -.34 '.88% -.4% '.31- 6%.443 '.'1/

奋斗方式 -.-3 '.334 -.-3 '.331 6'.'%- '.11

松弛方式 -.35 '.33% -.3- '.348 '.8'5 '.4%-

族 43人! 彝族 80人" 为收集研究对象的恋爱经历信

息!在调查问卷中将个体的恋爱经历分为三类#9.从未

恋爱!:.恋爱过!;.正在恋爱!让被试进行填答"结果!在

有效的样本中!未恋爱过的大学新生 %''人!恋爱过的

%0/人!正在恋爱中的 5/人"

!二"研究工具

%.人生认知量表

由石林$李琼于 <1=

%11/ 编制并发表在心理科学杂

志" 该量表将人生观分为人生目标和生活方式两个维

度!人生目标包括追求功利与实用$自我完善与发展$

为社会和集体服务三个分维度% 生活方式包括奋斗方

式和松弛方式两个分维度! 量表的分半信度为 './18"

经检验!人生认知量表总的 >?@!:9;AB !"'./-'!分半

信度 './-%"采用双变量相关检验人生认知量表各分量

表间的相关!结果可知各分量间具有中等以下相关!且

与量表总分具有中等以上相关! 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水平"

0.大学生自我概念量表

由郑涌$黄希庭<%'=于 %11/年编制" 该量表将大学

生的自我概念划分为交际$友善$容貌$学业$志向$家

庭$成熟和自纳 1个维度!重测信度为 './24/"经检验!

自我概念量表总的 >?@!:9;AB !"'.5/2! 分半信度"

'.533" 采用双变量相关检验自我概念各分量表间的相

关!结果可知各分量间具有中等以下相关!且与量表总

分具有中等程度以上相关! 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

效度水平"

!三" 统计软件

本研究使用 ),))%5.'与 C(D)%5.'对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

三#结果分析

!一"大学新生自我概念与人生观的性别与民族差

异分析

%.大学新生自我概念与人生观的性别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 E检验对大学新生的自我概念与人

生观之间的性别差异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自我概念

的自纳因子上存在性别差异! 男生的自纳水平高于女

生!差异达到统计学水平%在人生观的各因子上不存在

显著的性别差异" 结果见表 %"

0.大学新生自我概念与人生观的民族差异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大学新生在自我概念及

人生观上的民族差异!结果表明!在自我概念的成熟$

自纳因子上存在显著的民族差异% 在人生观的社会与

集体$奋斗方式因子上存在显著民族差异"事后检验表

明! 汉族学生在自我概念的成熟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

于彝族学生% 藏族学生在自纳因子上的得分高于汉族

与彝族学生%藏族学生在社会与集体$奋斗方式因子上

的得分显著高于汉族学生!结果见表 0"

!二"不同恋爱经历大学新生的自我概念#人生观

的差异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恋爱经历的大学新生

在自我概念$人生观上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可知大学

新生的人生观各维度得分在恋爱经历上不存在显著差

异!在自我概念总分$容貌$成熟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

事后检验表明!从未恋爱过的大学新生在容貌因子$成

熟因子及自我概念总分上的得分低于正在恋爱及恋爱

过的大学生!差异达到显著水平结果见表 -"

!四"相关分析

采用斯皮尔曼相关对恋爱过$ 正在恋爱的大学新

生的恋爱经历$自我概念及人生观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表明! 恋爱经历与自我概念的容貌因子存在显著正相

关!与自我概念总分及奋斗方式因子存在显著负相关%

自我概念的交际因子与完善与发展$社会与集体$奋斗

方式$松弛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友善因子与完善与发

展因子存在显著正相关%信义因子与完善与发展$社会

与集体$奋斗方式因子存在显著正相关%学业因子与完

善与发展$ 社会与集体$ 奋斗方式因子存在显著正相

关%志向因子与人生观各维度均存在正相关%家庭因子

与完善与发展因子存在显著正相关% 成熟因子与完善

与发展因子$奋斗方式因子存在显著正相关%自我概念

总分与完善与发展$社会与集体$奋斗方式$松弛方式

因子存在正显著相关% 自纳与容貌因子与人生观各因

表 % 大学新生自我概念#人生观的性别差异

注!F为参与统计样本数 7,!'.'2 77,!'.'% 777,!'.''%

2'



平方和 !" 均方 # $

交际 组间 %&'(() ( (*+,&% -'.-- .+./&

组内
组内 )))+.%/ -.% ,+0),

总数 &.%.+(0- -.,

友善

组间 (-+()1 ( &&+,%) (+/&, .+.1%

组内 ,1.+0.( -.% %+,-&

总数 0.%+... -.,

信义

组间 &&+/./ ( /+0/( &+,%0 .+&),

组内 /&-+-(1 -.% -+%)(

总数 /(%+1-- -.,

容貌

组间 %.+,0. ( (.+--/ 1+%,/222 .+...

组内 -/-+&(- -.% (+%.(

总数 -)-+0)- -.,

学业

组间 %+%.% ( (+(.( +1(1 .+%-)

组内 -).+)1) -.% (+,,.

总数 -)/+-)- -.,

志向

组间 /+)/% ( (+)00 &+(&& .+-.&

组内 -,&+/%, -.% (+%/)

总数 -,0+/.. -.,

家庭

组间 &+(,1 ( +,-% +&1. .+1-/

组内 /&,+0-( -.% -+/&/

总数 /&1+... -.,

成熟

组间 -%+&/- ( &0+.00 0+0/%22 .+..&

组内 -(-+0%. -.% (+(.(

总数 -/0+1)- -.,

自纳

组间 &+&0/ ( +/11 +-/0 .+0..

组内 (%&+/)1 -.% &+,%%

总数 (%(+00- -.,

自我概念

组间 1)0+)-. ( %%1+),/ ,+&1)22 .+..-

组内 &.,,-+%,- -.% 0(+/%&

总数 &&/,&+-)- -.,

功利与利用

组间 +-0. ( +&1/ +(1/ .+0/(

组内 )/+/.% -.% +,/.

总数 )/+10% -.,

完善与发展

组间 +0., ( +-/- &+)1& .+&%(

组内 (,+(.% -.% +&01

总数 (,+)&& -.,

社会与集体

组间 +1%1 ( +%(% &+,&. .+(.-

组内 -1+,1) -.% +(,-

总数 -)+/-0 -.,

奋斗方式

组间 +1-& ( +%&, (+&&( .+&(/

组内 (1+)(1 -.% +&)0

总数 ()+0/) -.,

松弛方式

组间 +1&( ( +%., &+)0- .+&%-

组内 -.+(/& -.% +(.,

总数 -&+.,- -.,

注!2$!.+./ 22$!.+.& 222$!.+..&

表 - 不同恋爱经历的大学新生自我概念单因素方程分析

平方和 !" 均方 3 显著性

交际

组间 &.+/-/ ( /+(,0 +0/( +%0-

组内 &.()+0-) -.% 0+../

总数 &.%.+(0- -.,

友善

组间 +-&& ( +&/, +.-( +),1

组内 0.-+,1) -.% %+010

总数 0.%+... -.,

信义

组间 1+%/& ( %+((/ &+(.- +-.-

组内 /&,+-1- -.% -+/&-

总数 /(%+1-- -.,

容貌

组间 &+--( ( +,,, +(%) +01.

组内 -)(+%,( -.% (+,0.

总数 -)-+0)- -.,

学业

组间 1+-1& ( %+&). &+/)( +(.0

组内 -10+.&- -.% (+,--

总数 -)/+-)- -.,

志向

组间 -+(0, ( &+,-1 +,,& +/&1

组内 -,%+((% -.% (+%01

总数 -,0+/.. -.,

家庭

组间 %+,/. ( (+-(/ +,,, +/&/

组内 /&-+-/. -.% -+%)(

总数 /&1+... -.,

成熟

组间 &,+1(, ( 1+%&- -+,(,2 +.()

组内 -%&+.,0 -.% (+-(.

总数 -/0+1)- -.,

组间 &.+/-- ( /+(,0 -+--%2 +.-1

组内 (-(+(%. -.% &+/1.自纳

总数 (%(+00- -.,

组间 &)&+),. ( )/+)1. &+(%& +()(

组内 &&-,)+%-- -.% 00+-%-自我概念

总数 &&/,&+-)- -.,

组间 &+-./ ( +,/( &+.&% +-,/

组内 )%+/,) -.% +,%-功利与利用

总数 )/+10% -.,

组间 +&%. ( +.0. +-1% +,1(

组内 (,+00& -.% +&1(完善与发展

总数 (,+)&& -.,

组间 &+00( ( +11, -+%%)2 +.-%

组内 -0+0,/ -.% +(/0社会与集体

总数 -)+/-0 -.,

组间 &+,(, ( +1&- %+(%02 +.&,

组内 (1+&-% -.% +&)&奋斗方式

总数 ()+0/) -.,

松弛方式

组间 +.(0 ( +.&% +.,% +)-1

组内 -&+.-, -.% +(&&

总数 -&+.,- -.,

表 ( 大学新生自我概念!人生观的民族差异

注!2$!.+./ 22$!.+.&

子均不存在显著相关! 结果见表 %!

"五#恋爱经历对自我概念及人生观影响的结构方

程模型

为探究恋爱过" 正在恋爱的大学新生的恋爱经历

对其自我概念及人生观影响的作用机制# 采用 45法

对其进行路径分析# 对模型进行修正删除不显著的路

径后得到以下模型! 模型各项指标为 !(6!"7(+/-(#

8487.+.%)#93:7.+)0&#;93:7.+)&-#<3:7.+),(#83:7

.+)0&#:3:7.+)1,#=5:7.+).%#>3:7*+)1%#84?@;7*+*/0!

从路径图可知# 个体的恋爱经历通过自我概念的作用

对人生观的因子产生间接影响# 恋爱经历对自我概念

的整体效应为 *+&/)$恋爱经历对奋斗方式的间接效应

为 *+(%&#对完善与发展的间接效应为 *+*)%!

四!讨 论

"一#大学新生自我概念!人生观的性别与民族差异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在自我概念的自纳因子上男

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即男生的自纳程度高于女生#

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A&&B

! 可以看出随着时代

的进步与发展# 在自我概念的发展上男女生之间逐渐

的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 另外这也与男女不同的认

知方式有关# 男生更容易接受自己外貌上的不足与缺

点#而女生则对自己的体重"外表等十分的在意! 这种

/&



表 ! 恋爱过!正在恋爱的大学新生的恋爱经历!自我概念!人生观的相关分析

自我认知上的差异导致其在自纳水平上表现出不一样

的特点!总体而言"汉族#彝族#藏族大学新生在自我概

念及人生观的大部分因子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

在统一的中华文化影响下不同民族之间的发展具有一

致性! 另外"在自我概念的成熟#自纳因子以及人生观

的社会与集体#奋斗方式因子上存在显著的民族差异"

汉族大学生在自我概念的成熟因子上高于藏族大学

生" 而藏族大学生的自纳程度显著高于汉族与彝族学

生" 同时藏族学生的人生观中也更加看重社会与集体

以及个人奋斗! 这与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与家庭教育

方式有关"相对于少数民族而言"由于汉族在自我发展

上更容易接受主流文化的影响" 心理发展也相对更加

成熟$ 而藏族等少数民族重宗教信仰的民族文化也使

得其在自我接纳程度上高于汉族!另外"藏族的家庭教

育更加注重伦理道德与社会习俗的传承与教导" 这种

以家庭为主要教育单位的方式形成了藏族特有的民族

文化与民族性格"#$%

! 家庭教育与寺庙教育的结合也使

得藏族在宗教信仰# 生活习俗方面与汉族等存在巨大

差异"导致其自我概念与人生观具有独特的民族色彩!

之前的研究表明" 藏族女大学生在独立意识# 对人态

度#自我接纳等自我意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而汉族

学生的家庭自我和社会自我的得分显著低于藏族中学

生 "&!%

"说明独特的社会文化是影响个体自我概念的发

展重要变量!

"二#恋爱经历对大学新生自我概念与人生观的影响

在自我概念形成的影响因素上" 目前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性别#种族#家庭环境#学业成就#社会地位等因

素 "&(%

! 而自我概念是后天获得的"是个体在社会环境

中#在与他人的互动中逐步形成!因而个体的经历对其

自我概念的形成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 从相关研究可

以看出" 大学新生的恋爱经历与其自我概念的容貌因

子及自我概念总分存在显著相关"而数据分析也表明"

有过恋爱经历的大学新生在容貌# 成熟及自我概念总

分都显著高于从未恋爱过的大学生! 说明恋爱经历有

助于大学生更加清楚的认识自己" 有助于其心理成熟"

能够促进个体自我概念的发展! 而之前的研究则表明"

具有恋爱经验的大学生更敢于承认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能够更好的接纳自己"这与本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

!

另外" 恋爱经历与大学新生的人生观的奋斗方式

因子存在显著相关! 反映出人生观作为个人的意识形

态很难直接考察其与生活事件之间的关系! 从人生观

的形成的影响因素来看" 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到个

体的成长背景与个人经历" 都会对个体的人生观产生

作用! 以往的研究表明"性别#年级#生源地#专业与是

否独生对个体人生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明显的影响作

用"&*%

! 然而"从自我概念的作用来看一切外部力量内化

为个人的个性品质都需要经过自我概念的中介" 只有

那些经过人们自我价值系统审定之后自觉选择并被纳

入自我概念结构" 成为自我概念有机构成部分的信念

与相关的行为" 才能真正转化为不需要外在强化力量

支持的个性品质"#)%

!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恋爱经历通过

自我概念的间接作用对个体的人生观产生影响就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恋爱经历通过影响

个体对自己容貌的认知对自我概念产生影响" 进一步

影响其完善与发展#奋斗方式等人生观的某些方面!

"三#正确看待大学生的恋爱问题

从人生观的发展来看" 稳定的人生观是建立在个

体思维水平的高度发展# 自我意识的高度分化以及对

人生意义和社会责任高度认识的基础上的 "#+%

"其发展

的过程经历青春期的萌芽# 青年初期的深化发展以致

到青年中期的逐步稳定"#,%

! 因而对于大学新生而言"其

人生观尚处于完善与发展过程中! 恋爱作为个体发展

过程中重要的生活事件不可避免地会对个体的自我成

长与发展产生影响!从本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恋爱经

历使得个体对自己的容貌更加自信" 进而对其自我概

图 # 大学新生恋爱经历对自我概念及

人生观影响的标准路径图

恋爱经历 交际 友善 信义 容貌 学业 志向 家庭 成熟 自纳 自我概念

恋爱经历 #-... /-.+& /-&') /-.0, -00*1 /-.&, /-.+* -.$, /-.', -.', /-$&$1

功利与利用 -.'$ -&.$ /-.*+ -..& /-.)* /-&&! -&.! /-.!! -.+$ -!&!11 -.*(

完善与发展 /-&&' -!&(11 -$!$1 -!*'11 -&)& -$++11 -*'*11 -&,,1 -$*)11 -&(. -()!11

社会与集体 /-&!! -'.)11 -&)) -!++11 /-.$) -$.!1 -(&)11 -&!* -.++ -.(. -!'.11

奋斗方式 /-$$$1 -'')11 -.!' -&*) /-.$. -$.)1 -'($11 /-.$( -$$(1 -&+& -'..11

松弛方式 /-.*! -$+$11 -.(. -'*!11 -.+) -.*( -$'.1 -.*. /-&$' /-.$. -$(&1

注!12!.-.( 112!.-.& 1112!.-..&

(0



念及人生观的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另一方

面"通过分析也可以看出"恋爱经历与大学新生人生观

的奋斗方式因子及自我概念总分存在显著负相关"说

明恋爱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个体自我的发展及人生观的

稳定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而对于学校及家长而言"要

谨慎对待学生的恋爱问题" 引导其形成正确的恋爱观

念" 在积极教育的基础上促进其自我概念的完善与发

展以及正确人生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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