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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课成为高校“爆款”课
婚恋焦虑呈年轻化趋势

近些年，婚恋难在我国社会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据民政部公布的《2019年民政事业统计公报》，我国全年依法办理结
婚登记927.3万对，较上年下降 8.5%，结婚率为 6.6‰，较上年降低0.7个千分点，为2013年以来的最低数据。

大学校园内，作为与“婚姻”呈正向发展关系的“校园恋爱”无法避免这份催化剂，婚恋焦虑呈现年轻化趋势。当婚恋焦虑
悄然爆发时，婚恋课程成为许多高校学生的“救命稻草”。很多高校婚恋相关的选修课，一经开设便受到大学生的热烈追捧。

“马上开始，还有一分钟！”上午9点左
右，武汉大学大三学生傅森正紧张地盯着电
脑屏幕。为了能抢到自己心仪的课程，他一
早便登录选课系统，在电脑前开始慢慢等
待。当时针指向10点时，他迅速点击“选
课”。直到“恋爱必修课”这一课程出现在课
表中，他才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

“我已经盯着这门课3年了，想选它的
人很多，不早点准备的话很难选到。”傅森表
示。作为武汉大学的一门通识选修课，“恋
爱必修课”自2012年设立起，就一直受到学
生追捧，成为学校的“爆款”课程。

和傅森有相似经历的，还有武汉理工大
学的研究生叶维。由于缺乏婚恋知识、对婚
恋充满向往，叶维与同寝室3位室友约好一
起“抢”课。

她们想要“抢”的课程，是由武汉理工大
学职业发展与心理学教师张晓文开设的一
门通识选修课“婚恋 职场 人格”。

在武汉理工大学，像叶维这样选择“婚
恋 职场 人格”选修课程的研究生有1600
余人，遥遥领先于其他通识选修类课程。
而实际上，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远不止这
些。

婚恋课程的火爆并非新鲜事

“不同于我给本科生上的‘爱情心理
学’，研究和讨论亲密关系。‘婚恋 职场 人
格’从人格出发，探讨不同性格的人会遇到
什么样的职场和什么样的爱情，更有针对
性，也更具备实用价值。”张晓文表示。

据了解，“婚恋 职场 人格”和“爱情心
理学”的线上课程一样火爆，两门课程在中
国大学 MOOC 上线 4 年，选课人数过百
万。其中，“婚恋 职场 人格”获得中国大学
MOOC组织评选的2017年度“我最喜欢的
MOOC”TOP3，张晓文也获得爱课程颁发
的2017年度新锐教师奖。

事实上，婚恋课程的火爆并非新鲜事，

早在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便开设了一门
“亲密关系与自我成长”，获得学生追捧；
2013年，华东师范大学开设“婚姻与爱情”
课程，赢得大量人气；2015年，郑州师范学
院开设的“爱情心理学”选修课，一经开设即
爆满……

《中国青年报》此前报道《大学的恋爱课
该教些什么》中提到一组数据：“中青校媒面
向全国1028名大学生发起问卷调查。调查
结果显示，88.23%的大学生支持大学开设
恋爱课。”

这些火爆的数据难免让人思考，为何婚
恋类课程如此受大学生追捧？

社会婚恋焦虑在高校扩散

曾修习过“恋爱必修课”的武大研究生
陈婉认为，高校婚恋课程不仅可以满足同学
们对爱情的好奇与向往，也可以缓解与日俱
增的婚恋焦虑。

在陈婉看来，近些年，关于PUA、出轨、
家暴的消息越来越多，一些营销号专门靠挑
起两性对立来吸引关注，引起社会婚恋焦
虑。这种焦虑也影响到了大学生，这或许是
婚恋课程火爆的原因之一。

当社会婚恋焦虑逐渐在“象牙塔”扩散，
高校学生不知如何开始恋爱、盲目开始恋

爱、不愿恋爱的情况层出不穷。
“刚确定可以读研，爸妈就开始催我找

对象了。”武汉理工大学的研究生钟芸无奈
地说。起初，钟芸以为在理工科学校，恋爱
不会是难事，也曾和朋友立下“入学后一定
要脱单”的目标。然而，几个月后她发现，遇
到合眼缘的她没有勇气主动联系，常常接触
的那些同学她又没有感觉。在这样的情况
下，她抱着“指不定能脱单，再学习些恋爱小
知识”的想法，选修了张晓文老师开设的婚
恋课程。

女性会承受更多来自父母与社会的压力

钟芸认为，相较于男性，女性更容易被
“社会时间”所定义。随着年岁的增长，会承
受更多来自父母与社会的压力。“每次看到
地铁站墙上贴的‘湖北省硕博相亲’广告，我
就会感到心惊。女生对自己的年龄本来就
存在焦虑，读研之后，如果还没有稳定的婚
恋对象，这份焦虑就会被无限放大。”

和钟芸有同样焦虑的，还有武汉某部属
高校的研究生汪晨。“怎么办，我会不会嫁不
出去啊”已经成了她的口头禅。汪晨表示，
自己的焦虑主要来自网上关于婚恋层出不
穷的负面报道。每次看到这些消息，她都会
觉得“不相信爱情了”，担忧自己是否能够遇
到合适的婚恋对象。

对汪晨来说，喧嚣的社会舆论已经影响
了她对婚恋的看法。“我一方面渴望婚恋，另

一方面又觉得很害怕。每次看到相关新闻
和一些极端的评论，我就觉得就算找到了喜
欢的人，也不敢恋爱，更不用说结婚了。”

在过去一年中，湖北某高校大四学生万
璟换了3个交友对象。

“在没有更多约束的大学校园中，大家
的节奏会变得很快。”万璟认为，现代社会留
给大家了解婚恋对象的时间太短，因此恋爱
也会更利己。

在万璟心里，恋爱和结婚没有必然联
系。“结婚会牵扯到两个家庭，需要考虑许多
现实因素，难免让人感到焦虑。但恋爱不一
样，就像交朋友、相亲，都是一种与人交往的
方式罢了。”万璟表示，如果对象会令自己感
到焦虑，倒不如重新发展一段关系，只要避
开之前遇到的问题，就能暂时缓解焦虑。

“不婚主义”在校园环境中有所滋长

婚恋焦虑不仅带来了
恋爱的迷茫和盲目，在一定
程度上也会推动焦虑的极
端化走向，“不婚主义”“不
恋主义”在校园环境中有所
滋长。

“与其担心以后的各种
摩擦，在自己就可以养活自
己的时代，不谈恋爱是最轻
松的生活方式。”这是武汉某
高校学生肖琪的“人生格
言”。

肖琪觉得，“校园婚恋太

幼稚，社会婚恋太功利，既然
婚恋会给人带来焦虑，倒不
如将之抛诸脑后，好好学
习。”相比早年兴起的“丁克
文化”，“不恋”成了校园“肖
琪们”更为推崇的生活方式。

在肖琪看来，婚恋是除
去学习、爱豆、工作之外很小
的一部分，并不值得花费那
么多时间在另一个人身上，

“恋爱的关系会影响未来人
生规划，我不想被另一个未
知的人束缚自己的人生”。

高校学生的婚恋观发生了巨变

作为一名婚恋课教师，
张晓文发现，高校学生的婚
恋观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开设婚恋课已经10
年了，很明显能感觉到，爱情
现在好像‘祛魅’了，大家觉
得这个东西没有这么神圣、
这么必要。学生们会认为爱
情很虚幻，需要投入大量的
精力，最后可能也未必得到
很好的结果。”

湖北经济学院教师严念
慈也有类似的感触。她在学
校开设的“爱情社会学”与

“爱情、婚姻与家庭”两门课
程，吸引了诸多学生报名。
其中，一个名为贾梁的学生
的自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
象。

贾梁将自己的恋爱经历
自嘲为“火箭坠毁式”恋爱，
即轰轰烈烈地快速开始，又

轰轰烈烈地快速结束。“有个
女孩第一天和我认识，第二
天就主动和我确认恋爱关
系，换了情侣头像，在社交平
台宣传，却又在第三天将我
甩掉。”类似的事情，在他身
上发生过不止一次。

贾梁既是“盲目恋爱”
的受害者，也是“盲目恋爱”
的参与者。“经历了这些后，
我对爱情的期待开始退潮，
我感觉到混乱、害怕和焦
虑。我决定选择报复性交
友，和许多女孩子暧昧，直
到自己的热度过了，再置之
不理。”

对此，严念慈表示，现在
大学生的婚恋观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有着鲜明的时代特
征，象牙塔里的纯真的慢恋
爱渐行渐远，现在的年轻人
比10年前更加焦虑。

该如何减轻自身婚恋焦虑？

在张晓文看来，互联网
的发展是婚恋焦虑产生的主
要推手。“在互联网时代出生
的人受网络影响最大，个体
的自主性、个人意识也更加
强烈，在面对恋爱时，往往会
持有更多不同的观念，展现
出更多元、更个性的一面。”
张晓文分析道。

“学生的情绪很容易被
互联网带动，现在很多婚恋
焦虑源自网络情绪的放大，
以及对男女性别对立的渲
染。网络对婚姻的负面报
道、对孤独经济市场的引导
增多，这种焦虑感会使得他
们对婚恋的欲望降低。”张晓
文说。

张晓文表示，现代社会
的发展虽然异化了某些人

性，让婚恋焦虑带有一定的
时代特征，可这也是一件很
自然的事情，没有必要过分
忧虑。因为，追寻爱和归属
是人类的本质需求。

青年一代该如何减轻
自身婚恋焦虑？张晓文对
高校大学生提出建议：“与
真实的世界发生链接是我
们获得幸福的唯一方式。
减少网络冲浪的时间，行动
起来，主动去结识朋友，真
诚地与人交往，是缓解校园
婚恋焦虑的最佳方法。我
们在真实世界获得的链接
多一些，在精神世界的焦虑
就会少一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
涉学生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