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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恋爱观的教育与培养
———案例分析大学生恋爱产生校园纠纷的处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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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校园大学生谈恋爱已成为普遍现象，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90 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婚恋观、道德观都还不太成

熟，对待恋爱与失恋没有正确的认识，本文从案例出发，分析大学生对待恋爱问题的不成熟表现并提出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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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恋爱已成为大学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恋爱已成
为大学生的普遍行为。然而因不正确恋爱观引发心理问题或由恋爱

分手产生的校园纠纷的学生也日益增多，对待大学生恋爱产生的问

题应当如何处理以及怎样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成为当今高
校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案例概述

小甲，男，90 后，在班级中沉默寡言，平时与班里的同学交流
甚少，每天忙于创业，沉浸在自己的事务中，是一个有明确目标且

自尊心极强的人。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活动中，小甲认识了某学院的

小乙同学，之后小乙以心情不好为由多次找小甲陪她散心，带她出
去旅行，两人开始恋爱关系，而慢慢地小甲也开始出现旷课、甚至

缺考情况，挂科现象严重，与周围同学人际关系也变的开始紧张，

甚至因为该女生与家人争吵，很长一段时间不联络。临近毕业，小

甲更多的忙碌校外创业的事情，与小乙经常发生争吵，在一次争吵
中，小甲出手伤了小乙，二人争吵激烈，被路过的老师制止，之后

小乙报警，保卫科联系到我，二人在保卫科协议和平分手，小甲做

出承诺，二人此后不再联系，并将所欠小乙的钱款和物品由我转交
给小乙。第二天我找小甲来了解情况，对其出手伤人行为进行批评

教育，并欲意给其警告处分，然而小甲并不承认自己出手伤人，要

求提供他伤人的证据，之后以他人手机号给小乙打电话发信息，要
求小乙主动来找我撤销对他的处分，小乙认为小甲破坏了协议，感

觉自己受到了威胁，再次报警并给我打电话请求帮助。
二、案例处理与解决
1． 安抚女同学

在接到小乙同学的电话后，针对小乙对两人关系及所发生的种

种事例描述，初步判断小甲有存在暴力倾向的可能性，首先安抚女

生情绪，尤其在她可能受到男同学伤害的情况下，继续留在校园存
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建议她保存好相关证据，在必要的情况下应打

电话报警求助，并注意自身安全，外出要有同学陪同; 按照协议书

内容，督促小甲归还小乙钱款和物品，并由我转交，以免双方见
面，情绪失控，导致事情恶性发展; 联系该女生的辅导员，一起商

议如何处理此事，女生在分手后，情绪上可能会有很大波动，建议

她辅导员联系其家长，并给她几天假回家调整，等事情有合理解决
措施后再返校。

2． 与小甲家长沟通

在接到小乙同学的电话后，第一时间打电话联系小甲的家长，

将事情经过向其告知，家长虽无法相信自己的孩子会做出伤害他人

的事情，但还是愿意积极配合老师处理此事，并且也认可小甲同学

在保卫科写下的承诺书，并愿意督促小甲近期归还小乙钱款与物
品，并且不再与小乙联系，在几次电话沟通联系后，小甲家长主动

到学校代小甲同学表示歉意，在与小甲同学家长沟通的过程中，我

发现该家长认为小甲已经是成年人了，因此在他上大学之后就疏于
对其的管教，对于自己孩子的变化并没有察觉，在经过几次电话沟

通及面谈之后，小甲家长对于此事的态度是希望双方能私下调解，

虽然她不相信小甲会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但如果小甲的确做了伤
害小乙的事情，并且有事实依据，她愿意接受小乙家人对此事的责

任追究，并且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此事。
3． 沟通双方家长协调此事

事情发生后，小乙的家长也打来电话，希望能与小甲家长见
面，当面解决此事，在我的协调下，双方家长通过电话沟通，确定

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并且双方也谈妥愿意私下调解。
4． 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

对于两位同学在恋爱时，要底谁对谁错，我们无从考据，然而

两位学生在这次事件中心理上却已经受到了一定的伤害。事后，我

请学院心理工作室的老师对两位同学分别进行心理辅导。
三、案例分析与思考
1． 恋爱动机盲目

马克思认为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男女双方基于共

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彼此相互爱慕，渴望对方
成为自己生活伴侣的一种高尚的情感。当今校园中的恋情充满了各

种各样的欲望、功利和放纵，一些大学生出于追求物质消费，时尚

浪漫，功利世俗，猎奇等恋爱动机，盲目交往，心理各方面都还未
成熟，不能正确对待恋爱问题，案例中两位同学在爱情的开始，就

比较仓促盲目，可以说是为了打发无聊和寂寞，在从众的心理下走

到一起的，彼此并不是很了解，只看到对方的优点，刚开始可能是
美好的，然而相处时间并不长，这样的恋爱是很容易出现感情危

机的。
2． 不能正确处理恋爱、学习与人际交往之间的关系

按照马斯洛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 一

是生理的需要; 二是安全的需要; 三是感情上的需要; 四是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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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五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大学生恋爱是正常的生理需要和感情
需要。对于青年大学生来说恋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从社会学的角
度看，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婚恋观、道德观都还不太成熟，却大
义凛然的认为自己已经满 18 岁，是一个成年人了，可以对自己所做
的任何事情负责，然而他们的社会心理并没有完全成熟，再加上自
控能力较差，有一腔热血却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失败后极易受
挫，缺乏对理智的驾驭能力，不能处理好爱情与学习，爱情与人际
交往之间的关系，恋爱后更是无法自拔，表现在男生旷课陪女生出
去散心游玩，成绩下降，挂科现重，还和同学及家人之间关系紧
张，不但耽误了学业，对学习和生活都造成了影响。

3． 分手后易引发不理性行为

大学生在心理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例如案例中的小甲，学业
受挫，因为这段恋情与家人关系紧张，一旦失恋后，便会陷入一种
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消极思想的影响下，很容易引发心理问题，做
出过激的行为，甚至可能产生暴力事件，记恨对方，尤其在女生向
老师告发并报警之后，认为对自己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有可能会怀恨在心，揭露对方隐私，攻击报复，甚至做出不理智的
行为。

4． 没有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案例中的两位同学，在恋爱中与分手后都表现出明显的不成熟
理智，彼此认为自己在这段关系中是受害者，指责对方的不是。女
生在恋爱中对于男生有伤害自己的行为，不加以制止，听之任之，

不及时向家长、老师反映，结束恋情，反而采取包庇、保护对方的
方式，任由其恶性发展，一旦分手后，马上揭露男生的种种恶行和
不好，悔不当初。而男生在事情发生后，出于自尊心受挫，怕受到
学校的处分对自己以后的事业有影响，就变向威胁女生找老师撤销
对他的处分，而对待两人的关系表现的极其冷漠、否认自己做过伤
害女生的事，并要求女生提供证据，否则告女生诬陷诽谤。恋爱应
该是美好的，原本是两个人的事，即使是分手后也应理性看待这段
关系，心平气和的去解决问题。

四、建议与展望
1． 教育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为了引导当代大学生正确对待恋爱问题，应当在充分尊重和理

解当代大学生的前提下，通过开设大学生恋爱观课程或讲座，对他
们进行正确科学的教育与引导。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懂得，大学生在
大学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如果在
大学阶段花费大量时间谈恋爱，势必会分散精力，影响自己的学
习，因此，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应集中精力搞好学习，要严肃认真对
待恋爱问题，绝不可以轻率了事。大学生恋爱很正常，失恋也很普
遍，然而失恋后，要学会冷静对待自己的得与失，理智的看待自己
的长处与短处，要客观对待彼此，以冷静平和的心态多去感受恋爱
中的美好。

2． 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将心理健康教育列
入教学计划，适时地解决失恋同学的心理问题，使他们对恋爱和失
恋有正确的认识，帮助失恋的同学从郁闷、烦恼、失恋的阴影中走
出来，引导他们正确认识自我，帮助有自卑心理同学树立自尊心，

尽量消除消极情绪，防止大学生在失恋后做出过激的行为，伤害自
己或他人，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和良好心态的培养。

3． 加强辅导员对学生的心理疏导

辅导员应充分了解和掌握学生动态。有些学生在恋爱后，羞于
与家长和同学的交流，遇到事情习惯憋在心理，日积月累很容易产
生心理问题，作为辅导员，应对发现有问题苗头的学生及时给予关
怀，全面了解该同学情况和思想动向，掌握学生的心理变化，定期
与学生交流谈心，对其消极情绪和思想及时加以引导和干预，帮助
学生排解心中的苦闷，树立良好的心态和正确的价值观。必要时，

应当联系学生家长共同帮助同学渡过困难时期，更好的去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与恋爱观。

( 作者单位: 上海建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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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接第 246 页) 引导学生了解和思考当代医学生的历史使命和责
任，树立无私奉献、服务社会的医德取向，为下一阶段的医德教育
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 二) 鼓励医学生参与医德实践，提高医学生的医德素养和综

合能力

“实践活动是是一个重要的方式促进医学生的成长、成功的方
式，为医学生走向社会，开阔视野，增强服务意识，培养责任感提
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以及医学生医德教育的现实运动的机会。
“［1］学校应充分利用社会实践，有意识地加强学生医德教育，引导
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暑期三下乡”、 “社区免费诊所”， “健康”，
“血”等活动，让学生多角度、多渠道进入社会，增强他们的责任
感和荣誉感。同时，希望通过医学生的医德教育临床实践阶段，看
到和听到临床经验，文化与病人沟通，负责病人的意识，总结了经
验和教训的医疗服务，促进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

( 三) 拓宽医德教育内容，全方位开展医德教育

医学科学从来都不是纯粹地与社会、文化无关的纯自然科学，

它是基于人文、科学、哲学的学问。学校要加强人文课程的设置，

在人文教育中强化人道主义思想，培养学生树立科学道德的价值
观。同时，要将医德教育与专业课程学习相结合。教师要把医德教
育贯穿于专业课教学活动始终，努力挖掘教材的思想性和医德取

向，融知识性和思想性于一体，使医德教育随机渗透、自然贴切，

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 四) 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医学生参与医德教育的积极性

医德教育能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学方法非常重要。教师
要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采取学生易于接受、乐于接受的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学生参与医德
教育的积极性。教师可用具体的医学实例来进行医德教育，组织学
生开展讨论，进行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
活动中。同时，积极运用直观式、启发式、开放式、讨论式等教学
方法，将枯燥的理论知识与生动的现实事例相结合，启发学生思
考，使他们对医德认识更深刻，逐步形成了自觉的行动。

( 五) 加强教师师德建设，优化大学生医德教育队伍

老师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可以影响学生品德。教师思
想素质、知识水平、教学态度、工作作风、对医学生有着直接的影
响，对医德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医学院校教师教师不仅要注意
加强专业知识，还应该注意医德修养。教师要坚决建立一个“教育、道
德教育第一”理念，加强自己的道德，并有意识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指导建立其核心价值观，促进自我的政治理论素养。

( 作者单位: 贵阳中医学院医古文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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