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社会心理的发展中!异性交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对于处在"准成人#期的大学生而言!异性交往对于其成长更

具特殊的推动作用 "#$"%$"&$$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与研究表明!在大

学生的诸多心理困扰中!人际关系问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
中与异性交往的困扰尤为突出 "’$$ 在大学心理咨询中!异性交

往问题一直居高不下$ 导致大学生异性交往困扰的原因是什

么!如何促进大学生正常的异性交往以及健康的发展都是亟

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问题的提出

针对大学生异性交往中的困扰! 北京理工大学大学心理

咨询研究方向的研究生进行了心理干预尝试$ 干预的过程是

借助团体咨询的形式! 帮助参与者更多的认识自我! 了解异

性从而促进良好的异性交往$ 团体咨询成员包括 () 人! 其

中男生 ’ 人! 女生 * 人! 均为在校大学生$ 在团体咨询过程

中发现! 男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对于异性角色认知有很大的差

异$

团 体 咨 询 中 设 计 了 一 个 活 动&&&寻 找 ’他( 和 ’她()

该活动将参与者按性别分成男生和女生两组! 然后每组分别

写出自己所认为的男生和女生的重要特征! 所写内容可以包

括各个方面! 用词来表示! 最后两组展示说明各自的看法$

活动结果显示) 男生认为的女生前三位重要特征是可爱% 温

柔% 善良! 而女生自己认为是善良% 坚强% 自尊自爱* 女生

认为的男生前三位重要特征是责任感% 坚毅% 爱心! 男生自

己认为的是讲义气% 大方% 有能力$ 所列出的这些前三位特

征可能是大学 生 自 己 实 际 看 到 的! 也 可 能 是 他 们 认 为 重 要

的! 希望的$

从活动中我们可以发现) 异性对自己性别所认为重要的

方面! 与自己 对 自 己 性 别 所 认 为 的 重 要 方 面 存 在 一 定 的 差

异$ 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 性别角色的认知差异是否对异性

交往产生影响! 如果有影响! 又是如何影响到异性间的交往

呢+

二%关于性别角色理论

!"性别角色,#$%&$’ ’()$-是指人格特质!是指在某种文化

价值观下!男女应具备的行为及心理特征$本文所指的性别角

色是与社会文化有关的概念! 不同的文化下会有不同的性别

角色理解!人们会用不同的词汇描述$

传统的性别模型把男性描述为具有攻击性的% 独立的%

非情感化的% 控制的! 女性是被动% 依赖和富于爱心% 情感

化的$ 在前面咨询活动中参与者所写的一些描述男性% 女性

的词汇! 实际表达的是与文化有关的性别角色内容! 也就是

有关性别的人格特质的内容$ 从中也可以看到对传统性别模

型的印证和 挑 战) 男 生 对 于 传 统 的 性 别 模 型 比 女 生 更 为 认

同$

性别角色的认知差异是人发展全程性别角色社会化的结

果!然而也会形成一定的性别刻板印象!将某些人格特质贴上

性别的标签$近来已有许多关于性别角色的研究表明)当今社

会!同时具有男性化特征和女性化特征的人在心理状态%应对

方式和人际交往等方面适应更好 "+$$

*!性别认知图式

对于性别角色差异!,-. 从认知角度提出了性别图示理论$

图式! 是认知心理学的术语! 指的是一个认知结构$ 性

别图式倾向于在性别多大程度上塑造人的角度去理解人! 认

为存在性别角色差异在于人们按照有关性别的线索进行信息

加工的方式是不同的 "+$$ 并由此归结出了性别定型的人) 即

男性化或女性化上得分高的人! 他们通常用性别图式来加工

信息! 按照 性 别 认 同 来 感 知 和 加 工 信 息$ 所 以 在 异 性 交 往

中! 有些人比较注重从性别的角度观察情境! 这样对于异性

间交往既可能产生促进也可能产生局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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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学生对性别角色的认知如何影响到人际交往

性别角色认知在人的社会化发展过程中使得男性和女性

表现出与性别相符合的行为" 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性别角色

认知差异也会对异性间交往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这些消极

影响可以通过大学生异性交往中产生的困惑反映出来# 在团

体咨询过程中发现" 大学生异性交往的困惑主要集中于这样

几方面$%!&虽然想和异性接近"但感觉与异性没有话说’%"&
和异性在一起感觉拘束紧张"无法深入交往’%#&不知如何拒

绝异性对自己表示的好感’%$&不知如何把握和一般异性朋友

的亲密度的分寸’%%&与%男 & 女&朋友如何建立更好的亲密关

系(
在这些困惑产生中"性别角色认知在产生着影响$
异性交往与自身的性别认知图式有关( 按照性别图式理

论" 具有很强男性化和女性化特征的人是性别定型的人" 这

些人更多按照性别来认识! 评价和组织信息" 性别定型的人

对于有关性别的刻板定型行为更为关注" 他们更多以适合性

别的方式行事 ’%(" 同 时 也 期 待 其 他 人 以 符 合 性 别 的 方 式 行

事" 但现实中并不都是性别定型的人" 当对其他人的期待没

有在现实中验证时" 性别定型的人就会出现焦虑状态( 因此

在异性交往中" 这种刻板性别图式可能会成为屏障( 在团体

咨询活动中看到" 男生! 女生对自身性别以及异性的性别重

要特征的认识" 如果成为刻板的性别图式" 就会影响到异性

间的交往(
异性交往与人认知复杂性有关( 认知复杂性是指如何精

述或简化自身系统的个人建构概念的( 认知复杂性的一个简

单指标是在一个人的自身系统中建构概念的数量( 在个人建

构概念系统中建构概念数量多的人"即认知复杂性高的人"在

与人沟通方面比认知复杂性低的人表现更好" 认知复杂性影

响着异性沟通交往的方式和效果 ’%((
这就是说" 在对自身性别以及异性的建构概念中" 也就

是用以表达什么是男性! 什么是女性的概念中" 建构概念的

数量的多少" 也直接影响到异性交往( 所谓数量的多少会表

现为" 如一个男生他在男性的建构概念中有$ 刚强! 自信!
宽容! 勇敢! 温柔! 细心等( 对女性的概念界定有温柔! 细

腻! 善良! 独立! 自信! 有责任心等( 这些概念中" 似乎即

包括对男性! 女性的传统概念" 如属于男性的刚强" 自信!
勇敢" 属于女性的温柔! 善良等" 也同时包括似乎属于另一

性别的特征( 这表现为建构概念的丰富" 这也就会非常有利

于异性间的交往(
例如" 在团体咨询中的一个组员" 她认为自己的性格非

常的豪爽" 所以有许多像哥们一样的男性朋友( 这是一种很

有趣的现象( 首先那些跟她是朋友的男生" 可能在他们的对

女性概念建构中" 有 )豪爽* 这一概念" 所以他们接纳甚至

可能是欣赏这一女生的特点" 使他们之间的交往成为可能而

且发展的很好( 另一方面有趣的是" 这个女性说他们像哥们

一样" 潜台词可能是" 这些男生把她实际当成像男生一样"

并没有当成女生那样交往" 这意味着 )豪爽* 还是男性概念

系统里的内容(
所理想的状态是" 男生建构的女性概念系统中" 当包含

)豪爽* 这个词时" 也 就 会 跟 有 豪 爽 这 样 特 点 的 女 生 交 往"
同时交往中不是把她当成哥们" 而是就是女生" 一个不错的

女孩(
认知复杂的人有较多的建构概念"他们用这些建构概念

来理解事件( 其优势在于当遇到意想不到或无法预期的事情

时"他们不太可能焦虑( 如果一个人只有简单的建构概念"比

如有人认为他的朋友是)友善*的人"他会预期"不管他们什么

时候在一起"他的朋友都是有礼貌的"微笑的( 但是当他的朋

友行为没有友好时%因为人不可能总是处于友好的状态&"可

能就不能理解朋友的行为"这种无法预期的事件会导致焦虑(
但是如果换一个人"他的建构概念是比较复杂的"他可能就会

觉得某些时候朋友的行为不一定友好"就不会有特别大的焦

虑(
这一点在异性交往中同样重要( 如果一个男生认为女生

就该是闭目羞花"笑不露齿的"但恰巧碰在一起的一个女生会

放声大笑"他会觉得非常不舒服"甚至焦虑"就可能不会与这

个女生做任何的交往(
另一个相关概念是自我复杂性"即认知结构中我们自己

拥有的)自我*的表征( 自我复杂性高的人在经历问题和阻碍

时抗击苦恼的能力比自我复杂性低的人要强( 有研究表明"
自我复杂性高的男性和女性比自我复杂性低的男性和女性在

失恋后较少难过 ’%("不会因为失恋而否定整个自我(
例如"一个女大学生的自我概念有几个方面"如朋友+学

生!女儿!姐妹!幻想家!助人者等(如果她在学习上遇到困难"
她不会全面否定自己"因为她会觉得我在其它方面还有许多

优点"比如特别乐于助人"有很 好 的 朋 友"大 家 喜 欢 自 己 等(
如果这个女生失恋了"她也不会认为整个生活都是一团糟的"
她还会充满信心的去生活(

需要指出的是"自我概念中"如果积极的概念多于消极的

概念"更有利于人际的交往"特别是异性的交往( 比如还是上

面的女生"她失恋的原因可能是男友认为她不太细心( 如果

这个女生的自我概念丰富"同时她的自我概念中还有乐观!上

进等概念(她不会因为不细心而否定自己(也就不会过度影响

进一步与异性的交往(
在大学生异性交往中"既往的恋爱经历是影响以后异性

交往的消极因素之一"因此对于大学生异性交往问题"从自我

复杂性角度也可以看到对其的影响性(

四!结论

心理学家沙利文等认为在人的发展过程中"青少年时期

发生的事情对人际关系的正常发展至关重要"在自我认同"自

我价值"自我同一性确立的过程中"良好的异性交往有着重要

的意义( 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而言"仍然有自我认同和

确立自我价值的任务"异性交往的成功与否也直接影响到他

大 学 生 异 性 交 往 与 性 别 角 色 认 知

!"# #



参考文献!

!"# 张春兴$现代心理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郑和钧&邓京华等$ 高中生心理学!%#$ 浙江教育出版社& "’’*$
!*# 项新球&高桥主编$ 大学生心理与心理健康!%#$ 中国建材出版社& )+++$
!(# !"#$"#"%$&’()"*&+,-.-+/$&’()"*$0’1’.2+)’*34,#256,7-8’!%#$ 9$:$;$ !#22<=,>2.’?5$.-=,-*6>2)+"*@$"’’"$
!-# 陈会昌等译$人格心理学!%#$ .//0 %$12/3./ 著$中国轻工业出版& )+++$
!4# 56789/: ; $;89/< 胡佩诚等译$心理治疗与咨询的理论及案例!%#$ 中国轻工业出版& )+++$
!=# 李晓文$ 学生自我发展之心理学探究!%#$ 教育科学出版社& )++"""+$

!" !##$%&’( )*+ ,$--."&/0’&$" 1*’2**" 3"4*56504.0’*%
0"4 78*&5 9*/$6"&’&$" $: ;*"4*5 <$=*

!"#$ %&’()*&’(# %+" ,&-.)/&’(
>1.6?6@3 A@BC6C2C. D< E.78@DFD30& 1.6?6@3 "+++G"H

>1%’50/’%? IJJDB6C. B.K 7DLL2@679C6D@ D< 2@:./3/9:29C.B 89B JF90.: BJ.769F /DF. 6@ J/DLDC6@3 C8.6/ B.@B. D< B.F<M6:.@C6C0 9@: 6@
72FC6N9C6@3 C8.6/ 789/97C./B$ E8./. 6B BDL. 7D@<2B6D@ 6@ :.9F6@3 O6C8 DJJDB6C. B.K 7DLL2@679C6D@ P.CO..@ C8.L$ E86B J9J./
9@9F0Q.B C8. 7D@<2B6D@ </DL C8. 9@3F. D< /.7D3@6C6D@ D< 3.@:./ /DF. 9@: :/9OB C8. 7D@7F2B6D@ C89C C8. /.7D3@6C6D@ D< 3.@:./
/DF. 89B 3/.9C 6@<F2.@7. D@ DJJDB6C. B.K 7DLL2@679C6D@ P.CO..@ 2@:./3/9:29C.B$
@*A2$54%? R@:./3/9:29C.BS IJJDB6C. B.K 7DLL2@679C6D@ P.CO..@ 2@:./3/9:29C.BS 5.7D3@6C6D@ D< 3.@:./ /DF.$

们对自我的认同和自我价值的确立$ 不能形成令人满意的人

际关系常常为成年期的许多心理失调埋下祸根 !4#!=#$
因此对于大学生异性交往的探讨是重要的# 同时从本文

所讨论的内容来看# 从性别角色认知的角度进行研究对促进

大学生异性交往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 而且还需要进一步的

深入研究$ 同时从大学生需要出发# 还有待于进行实务性的

心理社会干预和对性别角色认知教育# 帮助大学生培养建立

积极的异性交往的能力# 促进大学生的健康发展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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