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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

随着时代的迅猛发展，恋爱心理压力逐渐演变成为

当代大学生主要的心理困扰之一。针对大学生恋爱压力

的现状及特点，国内学者通过问卷法进行了大量实证研

究。目前已有的研究证明，大学生恋爱过程中的压力感

与其家庭环境息息相关。汤芙蓉在对 1608 名大学生进

行调查研究后发现我国大学生在恋爱关系中普遍存在轻

度压力，且在家人压力方向上感受强烈 [1]。帅煜朦的研

究证明大学生恋爱过程中感受到的压力程度与父亲、母

亲教养过程中的惩罚严厉、拒绝否认程度存在正相关 [2]。

目前关于自我表露与大学生的恋爱压力还没有直接的实

证研究。但已有的数据显示，面对可感知的恋爱压力，

仅有 20% 的大学生尝试向他人倾诉或寻求帮助，72% 的

大学生选择自我调节 [3]。社会渗透理论认为，个体自我

表露程度、披露对象的表露程度以及双方关系的亲密性

三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人际交往初期，高水平的自

我表露程度有助于亲密关系的维持 [4]。Sprecher 等人的研

究发现，个体自我表露程度与其对伴侣的满意度及对两

性关系的质量评估呈正相关 [5]。由此可推测，自我表露

作为一种将内在感觉合理表达给他人的方式或许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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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当代年轻人缓解恋爱压力方法之一。本研究旨在探

索大学生恋爱压力成因。通过分析父母教养方式、自我

表露对大学生恋爱压力感的影响，为父母在家庭教育方

面提供理论指导依据，并为大学生寻找平衡情感压力的

有效途径。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 218 名就读于上海的本科大学生进行在线问

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 201 份，回收率为 92%。其中男

生 87 人， 女 生 114 人； 大 一 30 人， 大 二 32 人， 大 三 67

人，大四 72 人；独生子女 128 人，非独生子女 73 人；城

镇学生 98 人，农村学生 103 人。

（二）测量工具

1.EMBU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由 瑞 典 Umea 大 学 精 神 病 学 系 C.Perris 等 人 编 制 的

EMBU。该问卷分为父亲教养方式和母亲教养方式两部

分，共计 66 项。其中父亲教养方式共有 6 个维度，包括

“情感温暖，理解”、“严厉，惩罚”、“过分干涉”、“偏

爱被试”、“拒绝，否认”、“过度保护”，共计 58 项；母

亲教养方式有 5 个维度：“温暖，理解”、“过分干涉、保

护”、“拒绝，否认”、“严厉，惩罚”、“偏爱被试”，共 57

项。问卷回答分为“从不”、“偶尔”、“经常”、“总是”

四种情况，采用四点计分，根据被试回答计算其在不同

维度上的得分。该问卷的重测信度为 0.580.82，半分信度

为 0.500.91 同质信度为 0.46~0.88[6]。

2.JSDQ 朱拉德自我表露问卷

Jourard 编制的 JSDQ（朱拉德自我表露问卷），经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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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采取问卷形式对218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探讨父母教养方式、自我表露程度对大学生恋爱压力

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恋爱压力与除母亲偏爱以外的家庭教养方式均呈正相关，与大学生在观点、兴趣、

工作三方面的自我暴露程度，以及与母亲、同性朋友间的表露程度存在负相关。父母教养方式在温暖维度对恋爱压

力程度有预测作用。自我表露在兴趣、工作和面向母亲的维度亦可以显著预测恋爱压力。

关键词：恋爱压力；父母教养方式；自我表露

�



28

会昌、李林英教授的修订后包括态度和“观点”、“兴趣

爱好”、“学习工作”、“个性”、“金钱”、“身体”6 个维度，

共 55 项。表露对象由父亲、母亲、同性朋友、异性朋友

组成。表露程度分为“什么都没说”“说了一些”“非常

详细的告诉”“说谎或不正确表达”，分别记 1、2、3、1 分。

问卷要求被试分别对不同维度下的不同表露对象进行的

程度反映，得分越高说明其自我表露程度越高。问卷半

分信度为 0.92，校标关联信度为 0.58[7]。

3. 大学生恋爱压力源量表

由张炜编制的《大学生恋爱压力源量表》，共 27

项，由“能力相关”、“家庭影响”、“人格特质”、“相互

感受”、“价值倾向”、“学业负担”6 个维度构成。对应

“无”、“几乎没”、“有时”、“大多”、“经常”，分别记 1、

2、3、4、5 分。总量表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4[8]。

（三）研究方法

使用 SPSS22 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和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大学生恋爱压力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 1 可知，除母亲偏爱外，大学生恋爱压力与父

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包括温暖、惩罚、干涉、拒绝，父

亲偏爱和父亲保护均存在正相关。

（二）大学生恋爱压力与自我表露的相关性分析

大学生恋爱压力与自我表露的多个维度间呈现负相

关。在表露内容上，与个体观点、兴趣、工作三方面的暴

露程度存在负相关。同时，在表露对象上，恋爱压力与面

向母亲及同性朋友间的暴露程度存在负相关。（见表2）

表1　大学生恋爱压力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性分析（N=201）

父亲温暖父亲惩罚父亲干涉父亲偏爱父亲拒绝父亲保护母亲温暖母亲惩罚母亲干涉母亲偏爱母亲拒绝恋爱压力

父亲温暖 -

父亲惩罚 .634** -

父亲干涉 .640** .809** -

父亲偏爱 .232** .329** .371** -

父亲拒绝 .577** .830** .733** .287** -

父亲保护 .520** .706** .754** .293** .646** -

母亲温暖 .993** .613** .618** .212** .566** .500** -

母亲惩罚 .625** .859** .689** .231** .750** .661** .606** -

母亲干涉 .537** .631** .727** .212** .612** .711** .529** .711** -

母亲偏爱 0.127 .249** .188** .781** .226** .171* 0.117 .213** .238** -

母亲拒绝 .530** .756** .619** .223** .746** .573** .521** .833** .669** .241** -

恋爱压力 .899** .500** .533** .160* .473** .395** .925** .484** .451** 0.082 .437** -

注：p＜0.05则显著，*表示p＜.05，**表示p＜.01，下同

表2　大学生恋爱压力与自我表露的相关性分析（N=201）

观点 兴趣 工作 金钱 个性 身体 父亲 母亲 同性朋友 异性朋友 恋爱压力

观点 -

兴趣 .771** -

工作 .738** .800** -

金钱 .728** .673** .698** -

个性 .721** .689** .758** .789** -

身体 .699** .661** .679** .793** .787** -

父亲 .723** .677** .676** .791** .755** .736** -

母亲 .771** .779** .829** .768** .789** .773** .627** -

同性朋友 .764** .774** .775** .735** .776** .771** .566** .737** -

异性朋友 .786** .782** .792** .802** .806** .768** .673** .718** .733** -

恋爱压力 -.180* -.286** -.280** 0.018 -0.082 -0.095 0.038 -.270** -.223** -0.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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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恋爱压力的回归

表3　父母教养方式各项对大学生恋爱压力的逐步回归

（N=201）

因变量 自变量 R R2 F Beta t P 值

恋爱

压力

母亲

温暖
0.925a 0.855 1175.097 4.258 10.992 0.000

父亲

温暖
0.940b 0.884 752.36 -2.074 -6.264 0.000

由表可知母亲温暖维度首先进入回归模型，对恋爱

压力的预测力 85.5%，为正向预测。父亲温暖维度随后

进入回归模型，预测力 88.4%，为负相预测。

（四）自我表露对大学生恋爱压力的回归

表4　自我表露对大学生恋爱压力的逐步回归（N=201）

因变量 自变量 R R2 F Beta t P 值

恋爱

压力

兴趣 0.286a 0.082 17.717 -0.311 -2.746 0.000

工作 0.467c 0.218 18.272 -0.254 -2.024 0.000

母亲 0.517e 0.267 14.193 -0.326 -2.458 0.000

兴趣方向的表露首先进入回归模型，对恋爱压力的

预测力 8.2%，为负向预测；其后为学习表露，预测力

为 21.8%，为负向预测；最后是母亲表露进入，预测力

26.7%，负向预测。

四、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教育过程中过多的惩罚、拒绝、干涉

与大学生的恋爱压力感存在正相关。除此以外，大学生

恋爱压力在父母温暖维度上也存在正相关。对此，陆晓

花在其研究中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父母给予孩子温

暖和谐的教养方式可能会使其对伴侣产生过高的心理预

期，以至于在恋爱受挫时遭遇更大的心理压力 [9]。这种

解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本研究在使用教养方式对

恋爱压力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尽管母亲温暖依然对学

生恋爱压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父亲温暖因素则显示出

对于恋爱压力的负向预测性，即父亲对孩子的教养方式

越温暖，其成年后所感受到的恋爱压力越低。该结果的

出现可能是由于相关分析处理时未考虑各变量间的影响

所造成的。如在家庭系统内部，父亲对与孩子的温暖本

身可以降低其恋爱压力感，但在传统中式家庭中，父亲

的温暖往往会伴随母亲的压力与惩罚，由此可能会引发

学生更大的恋爱压力，以至于在相关层面，父亲的高温

暖与较高的恋爱压力同时出现。

除教养方式外，大学生的自我表露对其恋爱压力同

样具有显著的预测性。根据研究结果，分享观点、兴趣

爱等个人信息可有效降低大学生恋爱压力感。同时，与

母亲、同性朋友间的交流对于缓解恋爱压力也具有明显

效果。由此可见，适度合理的自我表露是大学生恋爱体

验感的保障。在恋爱过程中及时沟通对于大学生维护亲

密关系，提升恋爱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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