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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护理本科生婚育观念调查

马俊卿

（济宁医学院护理学院，济宁 ２７２０６７）

　　摘　要　目的　探讨在校护理本科生婚育观念状况。方法　以整群抽样方式选取某医学院全日制在校护
理学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问卷进行网络调查。结果　７３．３３％的男生认为机会合适就会结婚，４３．８４％
的学生能够接受跨国婚姻，理想结婚年龄基本处在社会传统观念范畴内。４７．６７％的学生生育时会考虑经济条
件，９２．０６％的学生生育孩子的理想个数为１～２个，生育２个孩子的意愿明显大于生育１个孩子的意愿。在养育
孩子的最大开支上，居前三位的是教育（７３．４２％）、生活（１３．７０％）、住房（８．４９％）；在生育孩子的主要意义上，居
前三位的是完整家庭（４０．２７％）、快乐生活（２３．２９％）、感情寄托（１３．１５％）。在各种生育问题上，丁克人群基本
保持在５％的比例，相对稳定。结论　学生结婚积极性需要持续推高，跨国婚姻苗头需要合理指引，对理想结婚
对象的关注点需要善意斫正，“全面两孩”政策需要加大传播，生育孩子的主要意义需要宏观规整，丁克现象的

存在需要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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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婚育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应修改，特别是民
法典的颁布［１］，处在新境地下的婚姻和生育有了新

特征，这必然影响在校大学生的婚育观念，使他们

的婚育素养也有了新的转变。因此，通过研究新时

代下大学生婚育观念现况，探讨提升他们婚育素养

的门径，对全面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１月，以整群抽样方式，在某医

学院校选取某年级普通全日制在校护理学本科学

生为调查对象，依托网络进行调查；调查后汇集问

卷３７４份，剔除明显无效的 ９份，得到有效问卷
３６５份，有效率为 ９７．５９％。其中，男生 ７５人
（２０５５％），女生 ２９０人（７９．４５％）；独生子女 １２７
人（３４．７９％），非独生子女２３８人（６５．２１％）；未婚
３６１人（９８．９％），已婚４人（１．１０％）。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自制《护理本科生婚育素养的
现况调查》问卷。内容主要由一般情况调查和婚

育观念现状调查两部分组成，共１９个问题。
１．２．２　调查方法　在集中时间段的情况下，由调

查对象通过网络进行自填，以无记名方式对婚育素

养现况进行主观意愿和真实感想调查。从调查网

站导出调查数据，甄别并排除明显为无效问卷的相

关数据后，对有效问卷的相关数据统一使用 Ｅｘｃｅｌ
办公软件进行归整和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婚姻观念现状
７３．３３％的男生认为机会合适就会结婚；

４３８４％的学生能够接受跨国婚姻，与陈思语等［２］

的研究数据近似；理想结婚年龄基本处在社会传统

观念范畴内，在２１～３０岁结婚的占比为８３．５６％；就
理想结婚对象，主流观念是“随缘”和自己所倾向

的异性，二者的比例总和为９２．６０％；６３．８４％的学
生主要关注理想结婚对象的才（才华，包含能力），

但２６．６７％的男生主要关注理想结婚对象的材（相
貌，包含颜值、身材），与王萍的研究相类似［３］，女

生在这方面的比例反而低于平均比例（５５２％＜
９８６％），与孙利的研究数据不一致［４］；结婚主因

中的感情寄托和完整家庭比例为７８９０％，传统观
念中的传宗接代、人生环节、养老送终占比

１２６１％，与杨芳等［５］的研究数据有所不同。见表１。

表１　婚姻观念现状（ｎ，％）

性别 独生子女

男（７５） 女（２９０） 是（１２７） 否（２３８）
合计

婚姻规划
　　机会合适就结婚 ５５ ７３．３３ １６３ ５６．２１ ７７ ６０．６３ １４１ ５９．２４ ２１８ ５９．７３
　　不结婚，准备单身 ３ ４．００ １０ ３．４５ ６ ４．７２ ７ ２．９４ １３ ３．５６
　　视情况而定，可能结也可能不结 １７ ２２．６７ １１７ ４０．３４ ４４ ３４．６５ ９０ ３７．８２ １３４ ３６．７１
跨国婚姻
　　可以接受 ３９ ５２．００ １２１ ４１．７３ ６１ ４８．０３ ９９ ４１．６０ １６０ ４３．８４
　　接受不了 １３ １７．３３ ６９ ２３．７９ ２８ ２２．０５ ５４ ２２．６９ ８２ ２２．４７
　　到时视情况再定 ２３ ３０．６７ １００ ３４．４８ ３８ ２９．９２ ８５ ３５．７１ １２３ ３３．６９
理想的结婚年龄
　　２０岁以下 ２ ２．６７ ０ ０．００ ２ １．５７ ０ ０．００ ２ ０．５５
　　２１～３０岁 ６８ ９０．６６ ２３７ ８１．７２ １０２ ８０．３１ ２０３ ８５．２９ ３０５ ８３．５６
　　３１～３５岁 ５ ６．６７ ５０ １７．２４ ２１ １６．５４ ３４ １４．２９ ５５ １５．０７
　　３５岁以上 ０ ０．００ ３ １．０４ ２ １．５８ １ ０．４２ ３ ０．８２
理想的结婚对象
　　自己倾向于从事某种职业的男生或女生 ２４ ３２．００ ７４ ２５．５２ ３４ ２６．７７ ６４ ２６．８９ ９８ ２６．８５
　　长辈倾向于从事某种职业的男生或女生 ０ ０．００ ４ １．３８ ０ ０．００ ４ １．６８ ４ １．１０
　　就近（家乡周边、自己周边、亲戚朋友同事介绍） ５ ６．６７ １８ ６．２０ １０ ７．８７ １３ ５．４６ ２３ ６．３０
　　随缘 ４６ ６１．３３ １９４ ６６．９０ ８３ ６５．３６ １５７ ６５．９７ ２４０ ６５．７５
最关注理想结婚对象的哪个方面
　　才（才华，包含能力） ３２ ４２．６７ ２０１ ６９．３１ ７３ ５７．４８ １６０ ６７．２３ ２３３ ６３．８４
　　材（相貌，包含颜值、身材） ２０ ２６．６７ １６ ５．５２ １１ ８．６６ ２５ １０．５０ ３６ ９．８６
　　财（家庭背景，包含经济状况） ４ ５．３３ ３６ １２．４１ １９ １４．９６ ２１ ８．８２ ４０ １０．９６
　　其他 １９ ２５．３３ ３７ １２．７６ ２４ １８．９０ ３２ １３．４５ ５６ １５．３４
结婚的主要原因
　　传宗接代 ４ ５．３３ ０ ０．００ １ ０．７９ ３ １．２６ ４ １．１０
　　人生环节 ７ ９．３３ ３１ １０．６９ １５ １１．８１ ２３ ９．６６ ３８ １０．４１
　　养老送终 ０ ０．００ ４ １．３８ ３ ２．３６ １ ０．４２ ４ １．１０
　　感情寄托 ３５ ４６．６７ １５０ ５１．７２ ６０ ４７．２４ １２５ ５２．５２ １８５ ５０．６８
　　完整家庭 ２６ ３４．６７ ７７ ２６．５５ ３７ ２９．１３ ６６ ２７．７３ １０３ ２８．２２
　　其他 ３ ４．００ ２８ ９．６６ １１ ８．６６ ２０ ８．４０ ３１ ８．４９

·０２４·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第４３卷第６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３，Ｎｏ．６

２．２　生育观念现状
９２．８８％的学生认为理想的生育年龄为２１～３５

岁，４７．６７％的学生生育时会考虑经济条件。
９２０６％的学生生育孩子的理想个数为１～２个，与
时涛等［６］的研究数据相一致；意愿生育 ２个的为
５５．０７％，无论是从性别还是从是否独生子女的角
度来看，生育２个孩子的意愿均大于生育１个孩子
的意愿。在第一孩子的性别期待上，５４．２５％的学
生认为无所谓，各维度上的偏好都不突出，但偏好

女孩的倾向稍强。４４．６６％的学生可以接受领养孩

子。在“养育孩子的最大开支”上，居前三位的是教

育（７３．４２％）、生活（１３．７０％）、住房（８．４９％）；
８６３０％的学生一般了解或熟悉国家的计生政策，
选择性接受长辈的生育观念的占比为５２．８８％，
５８６３％的学生认为工作和生育孩子同等重要，在
“生育孩子的主要意义”问题上，居前三位的是完

整家庭（４０．２７％）、快乐生活（２３．２９％）、感情寄托
（１３．１５％）。在各种生育问题上，丁克人群基本保持
在５％的比例，变化不大。见表２。

表２　生育观念现状（ｎ，％）

性别 独生子女

男（７５） 女（２９０） 是（１２７） 否（２３８）
合计

理想的生育年龄

　　２０岁以下 １ １．３３ １ ０．３４ １ ０．７９ １ ０．４２ ２ ０．５５
　　２１～３０岁 ５５ ７３．３３ １６２ ５５．８６ ８０ ６２．９９ １３８ ５７．９８ ２１８ ５９．７３
　　３１～３５岁 １８ ２４．００ １０３ ３５．５２ ３９ ３０．７１ ８２ ３４．４５ １２１ ３３．１５
　　３５岁以上 ０ ０．００ ３ １．０３ １ ０．７９ ２ ０．８４ ３ ０．８２
　　不要孩子（丁克） １ １．３３ ２１ ７．２４ ６ ４．７２ １５ ６．３０ ２１ ５．７５
理想的生育阶段

　　结婚后就生育 ７ ９．３３ ４ １．３８ ６ ４．７２ ５ ２．１０ １１ ３．０１
　　工作稳定后再生育 ３１ ４１．３３ ８９ ３０．６９ ４３ ３３．８６ ７７ ３２．３５ １２０ ３２．８８
　　经济条件允许时再生育 ３１ ４１．３３ １４３ ４９．３１ ６３ ４９．６１ １１１ ４６．６４ １７４ ４７．６７
　　无所谓，视情况而定 ６ ８．００ ３７ １２．７６ １３ １０．２４ ３０ １２．６１ ４３ １１．７８
　　不要孩子（丁克） ０ ０．００ １７ ５．８６ ２ １．５７ １５ ６．３０ １７ ４．６６
生育孩子的理想个数

　　０个（丁克） １ １．３３ ２２ ７．５９ ６ ４．７２ １７ ７．１４ ２３ ６．３０
　　１个 ３２ ４２．６７ １０３ ３５．５２ ５３ ４１．７３ ８２ ３４．４５ １３５ ３６．９９
　　２个 ３８ ５０．６７ １６３ ５６．２１ ６６ ５１．９７ １３５ ５６．７２ ２０１ ５５．０７
　　３个或以上 ４ ５．３３ ２ ０．６９ ２ １．５７ ４ １．６８ ６ １．６４
对第一个孩子的性别期待

　　男 １１ １４．６７ ８０ ２７．５９ ２３ １８．１１ ６８ ２８．５７ ９１ ２４．９３
　　女 ２３ ３０．６７ ３５ １２．０７ ２６ ２０．４７ ３２ １３．４５ ５８ １５．８９
　　无所谓 ４０ ５３．３３ １５８ ５４．４８ ７４ ５８．２７ １２４ ５２．１０ １９８ ５４．２５
　　其他（丁克） １ １．３３ １７ ５．８６ ４ ３．１５ １４ ５．８８ １８ ４．９３
是否接受领养孩子

　　是 ２９ ３８．６７ １３４ ４６．２１ ５１ ４０．１６ １１２ ４７．０６ １６３ ４４．６６
　　否 ４６ ６１．３３ １５６ ５３．７９ ７６ ５９．８４ １２６ ５２．９４ ２０２ ５５．３４
养育孩子的最大开支

　　教育 ４９ ６５．３３ ２１９ ７５．５２ ８４ ６６．１４ １８４ ７７．３１ ２６８ ７３．４２
　　住房 １２ １６．００ １９ ６．５５ １５ １１．８１ １６ ６．７２ ３１ ８．４９
　　医疗 ２ ２．６７ ２ ０．６９ ２ １．５７ ２ ０．８４ ４ １．１０
　　生活 １２ １６．００ ３８ １３．１０ ２２ １７．３２ ２８ １１．７６ ５０ １３．７０
　　衣物 ０ ０．００ １ ０．３４ １ ０．７９ ０ ０．００ １ ０．２７
　　其他（丁克） ０ ０．００ １１ ３．７９ ３ ２．３６ ８ ３．３６ １１ ３．０１
对国家计生政策的了解程度

　　不了解 １１ １４．６７ ３９ １３．４５ １６ １２．６０ ３４ １４．２９ ５０ １３．７０
　　一般了解 ５５ ７３．３３ ２２５ ７７．５９ ９７ ７６．３８ １８３ ７６．８９ ２８０ ７６．７１
　　熟悉 ９ １２．００ ２６ ８．９７ １４ １１．０２ ２１ ８．８２ ３５ ９．５９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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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生育观念现状（续表）

性别 独生子女

男（７５） 女（２９０） 是（１２７） 否（２３８）
合计

长辈对自己生育观念的影响

　　主要由长辈灌输 ３ ４．００ １９ ６．５５ １０ ７．８７ １２ ５．０４ ２２ ６．０３

　　长辈对自己没什么影响 ２８ ３７．３３ １０２ ３５．１７ ３８ ２９．９２ ９２ ３８．６６ １３０ ３５．６２

　　选择性接受长辈的意见 ３７ ４９．３３ １５６ ５３．７９ ７４ ５８．２７ １１９ ５０．００ １９３ ５２．８８

　　其他（丁克） ７ ９．３３ １３ ４．４８ ５ ３．９４ １５ ６．３０ ２０ ５．４８

工作和生育孩子的重要性

　　工作重要，暂缓生育孩子 ５ ６．６７ ５７ １９．６６ ２６ ２０．４７ ３６ １５．１３ ６２ １６．９９

　　生育孩子重要，必要时可以放弃工作 ６ ８．００ １ ０．３４ ２ １．５７ ５ ２．１０ ７ １．９２

　　二者同样重要，应协调并同时进行 ５４ ７２．００ １６０ ５５．１７ ８２ ６４．５７ １３２ ５５．４６ ２１４ ５８．６３

　　到时视情况再定 ９ １２．００ ５８ ２０．００ １４ １１．０２ ５３ ２２．２７ ６７ １８．３６

　　其他（丁克） １ １．３３ １４ ４．８３ ３ ２．３６ １２ ５．０４ １５ ４．１１

生育孩子的主要意义

　　传宗接代 ９ １２．００ ９ ３．１０ ８ ６．３０ １０ ４．２０ １８ ４．９３

　　人生环节 ７ ９．３３ ２３ ７．９３ １５ １１．８１ １５ ６．３０ ３０ ８．２２

　　养老送终 １ １．３３ ６ ２．０７ ５ ３．９４ ２ ０．８４ ７ １．９２

　　感情寄托 １９ ２５．３３ ２９ １０．００ １６ １２．６０ ３２ １３．４５ ４８ １３．１５

　　快乐生活 ６ ８．００ ７９ ２７．２４ ２５ １９．６９ ６０ ２５．２１ ８５ ２３．２９

　　完整家庭 ３１ ４１．３３ １１６ ４０．００ ５１ ４０．１６ ９６ ４０．３４ １４７ ４０．２７

　　稳定婚姻 ２ ２．６７ ５ １．７２ ３ ２．３６ ４ １．６８ ７ １．９２

　　其他（丁克） ０ ０．００ ２３ ７．９３ ４ ３．１５ １９ ７．９８ ２３ ６．３０

３　讨论

２０００年国家出台政策放开“双独二孩”，２０１３

年１１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开“单独二孩”［７］，

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放开“全面两

孩”［８］，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新时代下大学生的婚育观念必然有其新意，既

往研究多聚焦在大学生群体［２６，９］，而专研某专业

大学生的较少。本研究以某医学院校护理本科生

为调查对象研究新时代下他们的婚育观念现状。

在把握结婚时机上，３６．７１％的学生视情而定，

积极性和主动性都稍差。学生结婚积极性需要持

续推高，国家应该主动进行政策导引和健全相关制

度；学校应该加强教育，特别是从人类发展角度和

生命意义出发［９］，规范开展性健康教育［１０］，阐扬结

婚的重要意义，促使学生向勇于担当历史使命和充

满婚姻期望的方向行进。

４３．８４％的学生能够接受跨国婚姻，这显然与

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社会生活水平和个体思想水

平的变化相关［２］。跨国婚姻苗头需要合理指引，

国家应完备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跨国婚姻的相关条

件和要求，进行善性提醒和约束；学校应多宣传和

介绍相关法律法规，多分析和阐释相关利弊得失，

为学生提供充足的权衡信息和选择依据。

调查显示，学生对材（相貌，包含颜值、身材）

和财（家庭背景，包含经济状况）的关注超过了

２０％，特别是２６．６７％的男生主要关注理想结婚对

象的材。对理想结婚对象的关注点需要善意斫正，

国家应当规正社会导向，引领学生正确关注理想结

婚对象的方面。学校应该教育学生将主要关注点

放在才（才华，包含能力）上，因为个体只有拥有了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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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能力，才会提升人生品质和生活质量，才会在

精神层面得到进阶，才会在物质层面得到保障。

５５．０７％的学生意愿生育２个后代，８６．３０％的

学生一般了解或熟悉国家计生政策，二者表明了国

家计生政策的正确性、引领性，但需要注重计生政

策的服务性、长期性、经常性［１１］。养育孩子的最大

开支项居前三位的是教育 （７３．４２％）、生活

（１３７０％）、住房（８．４９％），合计比例为 ９５．６１％，

集中反映了当下在校学生群体的焦虑点，特别是教

育，需要国家从宏观层面出台相关帮扶政策，需要

地方从具体事项层面出台适应当地实际又能取得

效果的举措和措施，及时纾缓当下在校学生群体的

养育焦虑情感。

在“生育孩子的主要意义”问题上，居前三位

的是完整家庭（４０．２７％）、快乐生活（２３．２９％）、感

情寄托（１３．１５％），总占比为 ７６．７０％，选择“人生

环节”的比例只占到８．２２％。由此可以看出，就生

育后代的主要意义，大部分学生从个体层面出发，

从人类整体发展层面出发的只占一小部分，这需要

国家从政策上加大生育支持保障力度，从宏观上规

整，需要学校大力宣传国家的生育政策，培养学生

的历史使命感和良好的生育观念。

丁克现象是比较新的生育观念表现。在应答

各种生育问题时，总有大约 ５％的学生在“不要孩

子的问题”上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表明在校学生中

存在这个小群体。这需要引起学校关注，多接触其

生活情感世界，多了解其心理行为特征，多提供支

持保障力量；需要社会调整传统生育理念，包容和

适应生育观念的多样性，多理解尊重帮助他们。

综上所述，新时代下大学生的婚育素养涉及下

一代、中国命运和人类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通

过研究护理本科生的婚育素养情况，对具体问题提

出应对路径；只要跟进多元措施，必将提高他们的

婚育素养，进而完整他们的整体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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