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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

视人口工作，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人口规模巨大的

现代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首要特征［1］，因此提高

生育率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伴

随着我国年度出生人口的持续下降，根据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于 2020年老年人口首次

超过少儿人口数，这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

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据《安徽统计年鉴

2022》数据，研究目标城市结婚率自 2018年开始持

续降低，常住人口出生率也在不断下降，未婚人数

比例（19.74%）在安徽省名列前茅，部分年轻人出

现了“恐婚”情结。青年群体消极的婚育态度及婚

育焦虑无疑会对社会人口变化带来负面影响，是

影响社会经济稳步发展的潜在危险因素。本研究

利用质性研究方法，在该市某医科院校随机抽取

12名不同专业学生进行焦点小组式访谈，在收集

文本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扎根理论三级编码对访谈

文本进行系统分析，寻找能够反映医科院校学生

婚育态度及焦虑的核心内容。通过建立概念之间

的联系构建研究框架，呈现医科院校在校学生婚

育态度认知及婚育焦虑因素，为培育医科院校学

生正确婚育观、减轻婚育阻力、维系社会生产和谐

稳定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工具及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运用扎根理论以及 NVi⁃
vo11plus 软件对某医科院校学生婚育态度及焦虑状

况进行分析。质性研究方法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

和形成理论，通过与被研究者互动建构获得解释

性理解，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度探究和诠释［2］。由

Glaser 和 Strauss 提出的“扎根理论”是著名的理论

建构方法，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能够反映现象

的核心概念，通过建立概念之间联系来构建理论，

在经验证据的支持下，从经验事实中抽取新概念和

思想［3］。本文遵循扎根理论的原则对访谈文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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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对某医科院校学生婚育态度及焦虑进行归纳提

炼，探讨学生对婚育的真实想法以及焦虑来源。

（二）确定受访对象

因考虑到医科院校内专业众多，为避免研究者

个人主观因素影响选择，尽可能丰富受访对象身

份，提供更多有效信息，在校内按照简单随机抽样

的方式通过有偿求助报名联系学生。抽取数量方

面参考文献［4］，先抽取 8人参与访谈，后继续抽取 4

人来验证数据是否达到饱和，进行理论饱和度检

验，共抽取12名学生。

因不透露其真实姓名，对此次研究随机抽取的

12名受访学生进行匿名处理，代号为大写英文字母

A~L，具体信息见表 1。研究要求所有受访对象均

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均为自愿报名参与本次研究，

无不同于异性恋者的同性恋者，尽可能减少男性

女性受访者人数差距。

代

号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性

别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女

年龄

（岁）

24
26
23
24
22
24
24
24
21
23
20
20

籍贯

安徽

河南

安徽

安徽

安徽

安徽

安徽

江西

安徽

安徽

安徽

安徽

户籍

城市

城市

农村

农村

农村

城市

城市

农村

城市

城市

农村

农村

在读

学历

硕士

硕士

硕士

硕士

硕士

硕士

硕士

硕士

本科

硕士

本科

本科

专业

精神医学

病理学

健康教育学与健康促进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口腔医学

口腔医学

口腔医学

临床医学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放射医学

放射医学

婚恋情况

有恋爱经历，现单身

无恋爱经历

有恋爱经历，现单身

无恋爱经历

有恋爱经历，现单身

现恋爱

有恋爱经历，现单身

无恋爱经历

现恋爱

现恋爱

无恋爱经历

无恋爱经历

父母婚姻

情况

在婚

在婚

在婚

在婚

在婚

在婚

在婚

在婚

在婚

在婚

在婚

在婚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是

否，另有2个姊妹

否，另有1个姊妹

否，另有2个姊妹

是

是

否，另有1个姊妹

否，另有1个姊妹

是

否，另有1个姊妹

否，另有 l个姊妹

家庭月收

入（元）

25 000
15 000
9 000
8 000
8 000
6 000

18 000
10 000
20 000
20 000
9 000
6 000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三）研究过程

1. 制定访谈提纲

访谈法是质性研究中的一种常见研究方法，

其中半结构化访谈允许研究者依据实际情况对访

谈结构做弹性处理，也允许受访者积极参与和提

出问题，更加有助于了解受访者的思想、心理、观

念等深层内容［2］。本文根据研究方向并在参考相

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设计一份半结构化访谈提

纲，经课题组内讨论，结合实际讨论情况进行了修

正与完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分为三大部分，包

括基本信息、对结婚和生育的观念及计划、对结婚

和生育担忧的因素及原因等内容。

2. 访谈过程

焦点小组因为存在多方互动，参与者之间的相

互作用塑造了他们的叙述，优势是小组互动通常会

产生“协同效应”［5］。在访谈过程中，研究人员根据

实际情况，对访谈问题做弹性处理，不局限于大纲

的访谈顺序，而是针对具体的访谈对象和访谈进

展，受访者也可以发挥主动性，在访谈中左右采访

的进程和方向［6］。本研究采用焦点小组式访谈，每

4人一组，共 2组，访谈的时间跨度为 3周。所有访

谈音频的累计时长约为200分钟，文本共达到4.5万
字左右，所有的访谈均由 2名研究者共同完成。在

正式访谈前，研究者与访谈对象达成口头协议，在

得到访谈对象同意的情况下，对整个访谈过程进行

录音。每次访谈后，对访谈录音进行转录，对没有

说出来却表达了某种意思的语句和口语化的表达

进行规范化处理。

3. 编码

本研究借助 NVivo11plus软件对原始访谈资料

进行分析。将有效访谈文本资料导入软件中，对提

取出的关键信息依据扎根原则，自下而上进行三级

编码。由于结婚和生育的态度及焦虑概念各有区

别，分开讨论更为严谨，在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过

程中，分为婚姻态度、生育态度、婚姻焦虑、生育焦

虑四大块核心范畴，并分别进行汇编。在开放式编

码过程中，逐字逐句阅读访谈文本，以发现文本中

所隐含的概念，并对其进行范畴化处理，不断提

炼。在关联式编码过程中，认真辨析每个基本范

畴，并以该范畴为轴心寻找各范畴之间的关联，归

为同一类别概念类属，在核心式编码过程中进一步

归纳出更加系统的核心范畴。

4. 理论饱和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理论饱和度来检验样本的信度，根

据Francis等［7］研究，验证数据是否达到饱和，编码如

没有出现新的范畴则达到理论饱和，也为信度检

验。按照相同的编码程序和规则对 4名新受访者

的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发现基本没有出现新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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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范畴，初步建立的理论框架达到饱和，具有一定

信度。

二、研究结果

（一）婚姻态度

婚姻态度是指个体对婚姻的主观看法，既包括

对一般婚姻关系的普遍看法，也包括对自我婚姻的

评价和期望，直接表现了对于婚姻的积极性，环境

中的一些不利因素，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8］。关注

特定专业群体，如医科院校学生婚姻态度具有现实

意义。部分编码内容见表2。

开放式编码

婚姻的幸福是平平淡淡（7）
虽然阻碍很多，但还是想要结

婚（4）
受自身家庭幸福氛围影响（4）
……

婚姻是父母的期待（2）
婚姻是人生计划的一部分（2）
结婚响应国家号召（2）
……

对自己的要求（28）
对结婚对象的要求（31）
……

对婚姻未来存有不确定（10）
婚姻需要双方磨合宽容（7）
身边存在不幸福的婚姻（5）
……

关联式编码

期待幸福的

婚姻生活

（42）

婚姻具有一

定必要性

（10）

婚姻是多项

条件契合的

产物（59）
婚姻具有不

确定性（46）

核心式编码

婚姻态度

（157）

表2 婚姻态度编码

1. 期待幸福的婚姻生活

受访者虽均处于未婚状态，没有真正踏入婚姻

生活，但是对于婚姻总体呈现出积极态度，对婚姻

保持期待。有伴侣相伴的平淡生活被受访者认为

是幸福婚姻的真谛。生活中产生的小矛盾也在此

次访谈中被提及，被认为是婚姻生活中的磨合器，

对婚姻的稳定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学生普遍期

盼白头到老的婚姻，但是面对难以调和的离婚阶

段，学生们则认为这可能是更好生活的开始，并没

有表现出过分排斥“离婚”及“再婚”的态度。“婚姻

是开心的，我觉得结婚肯定是要奔着好的，如果两

个人真的能够相爱下去，走到白头偕老也是一种美

好的愿景。”（E）父母的婚姻状态对子女具有影响，

受访者表示良好的家庭相处模式会对自己未来婚

姻状态产生影响，高质量的亲子关系有助于青年人

形成积极的婚姻态度。

2. 婚姻具有一定必要性

婚姻赋予了每个个体不尽相同的意义。部分

受访学生提到，婚姻意味着从原生家庭独立，不仅

是自己人生规划的一部分，还符合父母的期待。同

时婚姻是中国绵延千年的传统，贴合国家的重要发

展方向。结婚后会有相对稳定的“安全感”，生活步

入理想的人生“正轨”。“站在父母的角度看待婚姻，

肯定还是要结婚，毕竟传统思想也是这样，有人陪

伴生活上会更有安全感。”（A）组成家庭后，家庭成

员相互陪伴也能够更好地照顾父母。

3. 婚姻是多项条件契合的产物

通过开放式编码汇总得知，12名受访者未来

均有结婚打算，理想结婚年龄区间在 28~35岁，将

30岁作为理想结婚年龄的学生人数最多。主要原

因在于，学生大多认为在此年龄区间内个体思想更

为成熟，学业工作较为稳定，收入水平提高，经济基

础扎实，具备了一定的精神及物质基础，会对结婚

更有“把握”。“因为那个期间工作稳定，有收入了，

自己会更安心一些。”（B）另外也有受访学生提出，

不论结婚还是离婚都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

需要遇到合适人选，可以利用更多时间尝试个人计

划及梦想。在对结婚对象的要求上，受访者中的女

生多提出情绪稳定、生活浪漫、善于沟通、拥有默

契、家庭环境良好等特征。而品德良好、外貌较佳、

无不良嗜好等特征则是本次受访对象男生群体对

结婚对象的普遍要求。由此可见，性格、品德、三观

以及相处模式的契合在受访者中达成一致，是学生

群体对结婚对象的普遍期待。

4. 婚姻具有不确定性

多位受访者提及在对婚姻生活保持期待的同

时，潜在的婚姻状态改变是踏入婚姻生活的阻碍因

素之一。根据访谈内容，学生提到对婚姻的未来抱

有不确定的心态，由于时空环境的变化以及生活方

式的摩擦，在婚姻中可能产生不可调解的矛盾，甚

至是严重原则问题。“可能一段时间磨合得特别好，

等你结婚之后可能又暴露一些其他的问题，发生了

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感觉不一定每对夫妻都

能厮守一生，可能要看个人情况。”（H）虽然在步入

婚姻生活之初，美好和谐的状态是每位新人的憧

憬，但经过时间的变迁，不幸福的婚姻也比比皆是，

如个人发展与自由的束缚、生活压力的骤增、双方

家庭相处不合等，都会不同程度降低婚姻幸福感，

同样影响着学生对婚姻的认知。

（二）生育态度

生育态度是指个人对生育行为持有的赞同或

不赞同程度的评估，个人对生育行为的态度对他执

行生育行为的动机可能产生重要影响［9］。我国生育

政策不断放宽，在倡导生育的同时，了解医科院校

学生群体对生育的意愿看法，是促进生育的重要参

考。部分编码情况见表3。

·· 209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2期 总第121期

2024年4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开放式编码

愿意的（28）
不愿意的（12）
……

生孩子是自然的人生流程之一（4）
孩子更能稳固夫妻感情（4）
为家庭承担更多责任（2）
……

由于时间精力有限，交给父母（4）
更想自己养育，不让父母带娃（3）
父母带孩子更放心（2）
……

不给孩子期望压力，但要正常健

康（6）
不强求孩子，但要正确引导（3）
孩子之后有起码的谋生能力（3）
……

关联式编码

期待幸福的

婚姻生活

（42）
生育具有一

定必要性

（17）

工作及生活

压力造成育

孩负担（10）

培养子女以

健康道德为

主，学业有

成为辅（17）

核心式编码

生育态度

（85）

表3 生育态度编码

1. 生育态度总体积极

通过开放式编码汇总得知，大部分受访学生在

未来具有生育打算，理想生育年龄区间在30~35岁，

儿女双全的生育结果是部分学生的生育意愿。未

来愿意生育的学生提及，生育是婚姻生活中的自然

流程，子女相伴能使家庭氛围更加温暖和谐，因此

在生活条件允许下将来愿意生育孩子。由于部分

学生为独生子女家庭，在观察或了解到非独生子女

家庭的相处模式后，认为多个子女更能相互照应陪

伴，更有家庭氛围。“独生子女过得其实不是很好，

我希望的状态是两个孩子，因为我觉得他们可以相

互帮助。”（G）部分只有生育一孩意愿的学生更倾向

于生育女孩，主要原因在于认为男孩的抚养成本较

高及成年后需要提供的各方面支持更多。

暂无生育打算的学生中多为男性，主要原因在

于生育所带来的物质成本。他们普遍认为年轻时

升学及工作竞争压力较大，经济基础不扎实，过早

生育孩子会束缚自由，降低生活质量。而在与女性

学生访谈中，生育的身体成本则是影响生育行为的

最主要因素，生产及养育孩子过程中的身体痛苦

及心理压力令女性受访者望而却步。“对于生产过

程的了解，让我觉得孕产过程很痛苦。”（E）同样，

婚姻矛盾中孩子是否会成为自己追求幸福生活的

负担，也是此次访谈对象提及的生育前需慎重考

虑的因素之一。

2. 生育具有一定必要性

生育不仅牵扯到个人，更直接联系到夫妻二

人、双方家庭，甚至关乎社会发展。受访者多认为

生育是人生中应有的自然过程，是个体成熟的另一

阶段，同时也是实现父母的一种“期盼”，但需根据

情况理性判断生育时机是否合适。“结婚生子感觉

是我应该走的一套流程，应该顺其自然走下去，虽

然不是很强求的那种，但有点像传说中的人生任

务。”（F）新生儿的到来给予了夫妻双方更大的责

任，实现新生家庭的“理想状态”，温暖的家庭氛围

更能够稳固成员感情。生育符合国家未来发展大

局及倡导，且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婚姻的憧憬由来已

久，对学生生育观念及计划具有一定影响。

3. 工作及生活压力造成育孩负担

对于育孩方式的选择，受访学生多提到，主要

是因为工作或其他事务占用了自己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父母的帮助会让自己和伴侣更为省心。“我知

道后面工作多没办法，必须还得是父母来带孩子。”

（D）学生也提到，考虑自己抚养经验少及熟练程度

低，更愿意让父母带孩子。部分学生愿意独立承担

育孩，不愿过分麻烦父母，或交付给托育机构照看。

4. 培养子女以健康道德为主，学业有成为辅

对于子女培养，受访学生在教育上看法较为一

致，不希望给孩子过大的压力，要求子女正常健康，

虽然不会严加管教，但要适当引导，营造良好的家

庭氛围，培育子女良好的品德观念。子女成长独立

后，需要在社会上有基础的谋生能力，具体发展如

何更多靠子女独立创造。“我认为我的孩子做个正

常人就行，不要做那种无所事事、危害社会的，没有

要求他一定要学业有成，我觉得可能身体健康会比

学习要重要一点，不要给他那么大压力。”（J）
（三）婚姻焦虑

焦虑，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或者说“普

遍的社会性焦虑”在蔓延［10］。随着社会对青年人

群婚育状况的关注，婚姻焦虑成为婚育健康发展

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此次访谈中学生对婚

姻焦虑的反应，探索有效缓解方法。部分编码内

容见表 4。

开放式编码

合适理想的结婚对象很难找到（2）
一定要慎重选择，足够喜欢（2）
怕和对象之间没有理解包容（2）
……

到年龄后会被父母及亲友催促（11）
经济因素（房、车、彩礼等）（10）
学业及事业还未稳定（6）
……

担心不能处理好两个家庭的关系（13）
夫妻家庭矛盾（7）
婚后生活与理想期望落差大（7）
……

关联式编码

理想婚姻

伴侣难寻

（12）

步入婚姻

过程的不

易（45）

未来婚后

生活可能

不尽如人

意（49）

核心式编码

婚姻焦虑

（106）

表4 婚姻焦虑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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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想婚姻伴侣难寻

关于结婚对象，受访者提到理想结婚对象很难

在短时间内找到。“对另一半富有责任心、品德兼备

并且体谅包容的要求都是挺正常的，等你真的去

找的时候，发现就很难。”（F）踏入社会后男性和女

性所处境况发生变化，影响伴侣关系的不稳定因

素增加，学生表示婚姻关系能否长远关键在于双

方在不同的环境中是否能够保持相互满意。部分

女性学生更在意伴侣的情绪表达，担心伴侣不懂

得生活浪漫，不在意细节等，生活乐趣降低产生心

理落差。

2. 步入婚姻过程的不易

在进入适婚阶段，学生表示会被迫考虑更多的

现实因素。随着自身年龄增加，会不断增加被父母

及亲友催促的可能，引发实现人生“任务”的焦虑

感。受访学生表示，同龄人的相继结婚也会增加自

己的焦虑情绪，长时间未婚更可能会承受舆论压

力。另外，女性生育适龄期相对比男性短，会更有紧

迫感形成焦虑情绪。此时如果处于恋爱阶段，一定时

间相处下已充分了解对方，会对恋爱阶段产生的问题

存有顾虑，担心恋爱阶段遗留的小问题到婚后会成为

矛盾隐患。并且情侣双方的人生规划可能不同，给结

婚安排增添不确定性。学生提到，因为医学专业的特

殊性，培养周期长、工作任务重、压力大，且结婚前的

巨额花销，如房、车、彩礼等，会增加自身及家庭的经

济负担，因此会产生婚姻焦虑。“现在车和房是安家立

身之本，你可以现在没有，但是你结婚一定要去买，以

后肯定要买，现在我承担不起。”（C）
3. 未来婚后生活可能不尽如人意

结婚后，恋爱阶段的二人身份转换为夫妻，不

仅是称呼上的改变，更是责任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虽然学生对于婚姻的畅想是美好的，但也会对婚后

生活落差感到担忧，且出轨、家庭暴力等事件时有

在社会上或身边发生，加上媒体放大，自身安全感

会下降。担心婚后处理不好双方家庭关系也成为

学生主要担忧事项之一，担心对方家庭环境不佳，

也怕结成新家庭后对方家庭干涉过多或与原家庭

联系变少等相处问题。“我很害怕结婚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怕我融入不了男方的家庭里面。”（G）虽婚

后夫妻矛盾时有发生，但杜绝出现不可调和的、触

犯原则的矛盾，看重伴侣婚后态度及行为。婚后，

夫妻二人肩负的责任也有可能成为生活上的束缚，

不太能够承受工作事业的大幅波动，更多要考虑家

庭运营，且持续简单乏味的生活也有可能产生新的

焦虑。

（四）生育焦虑

生育焦虑其实是一种在生育决策上的矛盾状

态，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具有生育孩子的意愿，另一

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着顾虑，从而影响生育行

为［11］。生育焦虑阻碍着青年群体生育进程，进而

影响社会人口出生率，造成一系列影响。部分编

码情况见表 5。

开放式编码

物质经济基础要足以支持（4）
还没做好生育心理准备、角色

转换（3）
夫妻感情是否稳固（3）
……

担心生育过程的痛苦（5）
担心产前产后抑郁（2）
担心男方注意不到妻子的生

育痛苦（2）
……

感情淡化或破裂，养育孩子变

为强迫行为（4）
怕出轨离婚等不负责任的行

为影响到孩子（3）
怕孩子成为纠纷借口（2）
……

养育孩子耗费时间精力（8）
担心教育资源差距限制孩子

发展（7）
抚养孩子会很辛苦（3）
……

关联式编码

生育需做诸

多准备（17）

女性焦虑生

产过程的痛

苦（12）

育孩生活未

必符合期望

（10）

抚养与培育

子女并非易

事（33）

核心式编码

生育焦虑

（72）

表5 生育焦虑编码

1. 生育需做诸多准备

访谈中学生谈到，感觉自身并没有做好心理准

备去转换为父母亲角色，这与受访者自身年龄及婚

育计划有所联系。“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很快地适应

这个角色，可能自己心里想着以后要当父母了会有

一点改变，但是感觉还是想多玩玩。”（K）受访者表

示会考虑与伴侣的感情是否足够稳固去接纳孩子，

认为生育孩子需理性决定。受访者认为，生育前会

注重经济物质基础、时间安排等能否支持家庭养育

孩子，并且打算生育前，伴侣二人的生活方式也要

有所变化，可能会牺牲一些休闲时间，为孩子的到

来营造好的家庭环境等。

2. 女性焦虑生产过程的痛苦

在谈及生育时，女生会比较在意生产过程给自

己可能造成的心理恐惧和身体痛苦，以及担心发生

产前产后抑郁的风险。生产结束后，可能会对身体

造成系列影响，女性身体需要的恢复周期较长，周

边经历加上媒体论坛的描述，对生产过程更加畏

惧。“确实就感觉怀孕还挺痛苦，就以我姐来说，我

看她孕期真的特别痛苦，尤其我自己身体状况还没

她好。”（H）访谈中男生表示会关注伴侣生产过程及

恢复期的感受，生育会和伴侣协商，共度艰难时期，

给予女方心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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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育孩生活未必符合期望

新生儿对于夫妻及双方家庭犹如珍宝，但也有

可能成为矛盾的焦点，与期望背道而驰。因育孩本

就需要精力投入，如果无法相互配合，育孩可能会

给夫妻双方或其中一方带来沉重的生活负担。如

果夫妻感情出现危机，可能会被迫把孩子作为维系

的最后纽带，成为另一种束缚。“如果这段婚姻对你

来说，已经到了没办法继续维持下去的地步，但是

你因为孩子想要维持就不好，有点强迫了。”（L）婚
后生活中也有发生出轨、离婚等不负责任行为的可

能，担心孩子会因此受到影响或连累，从而难以为

育孩创造良好环境。

4. 抚养与培育子女并非易事

生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仅指分娩，广义

的生育中，“生”只是一个时间节点，是“生育”这个

完整过程的起点或中间环节，“育”包括孩子出生后到

独立生活前的各种抚育和教育［12］。孩子的抚养是生

育中时间最久、最需要缜密考虑的过程，影响着孩

子的成长及发展。访谈中学生提到，养育孩子非常

耗费时间精力，抚养过程也十分辛苦，加上生活和

工作压力的增大，令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人望而却

步，产生推迟生育观点。“时间、精力也是很重要，我

觉得如果生育之后，我所有的时间精力都分在他身

上，觉得就没有自由休息的时间，对我来说压力就

突然增加。”（A）受访者还指出，在孩子抚养的初期

阶段，多数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但是当孩

子达到一定年龄，便逐渐考虑教育问题，担心教育

资源差距、不良环境等限制孩子发展。家庭教育环

境对孩子的影响是直接的，受访学生也会思考未来

家庭教育方式，树立良好的榜样形象。

三、讨论与建议

（一）学生向往时机成熟、条件完备的美满婚育

本研究发现，受访者对婚育总体表现出较为积

极的态度，对传统的婚育观念展现出一定的继承，

同时对婚姻的谨慎态度也有所表露，认可婚姻不再

是人生的必然经历，而是可选的生活方式，具有一

定时代特点，与相关研究结果类似［13-14］。受访者表

示期待心仪的结婚对象，待时机成熟后多计划于

30~35岁步入婚姻，与我国男女青年初婚年龄不断

增长的趋势有所对应［15］，高龄婚育愈加突出。受访

者表示需自身或双方学业、事业及生活稳定，拥有

一定物质基础，才能够为结婚做准备铺垫，经济基

础毫无疑问在婚姻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现代社

会快速发展增加了青年学生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

性和不安全感［16］，婚姻的不稳定性有所提高，对学生

期待值具有一定影响，但更为追求婚姻所赋予自身及

家庭的重要意义。建议家庭和高校在学生教育培养

中根据学生特点做出正向引导，解除矛盾心态，注重

情绪关怀，使学生能够形成正确的婚姻观念。

受访者在生育态度方面也表现积极，大多表

示接受婚后生育的自然流程，在具备充足条件及

合适时机时打算在 35岁前、婚后 1~2年生育。生

育观念会受到父母婚姻及家庭状态影响，秉持性

别平等理念，存在个人偏好，但同时也有学生表示

生育并非婚后“必需品”，青年学生随着时代环境

变化及受教育程度提高，观念更为开放［17］。虽然

育儿过程辛劳，但生育多为充实家庭及增加陪伴，

赋予家庭成员情感寄托，以使家庭更为完整和

谐。生育子女已不再是简单的养儿防老，应当从

个人的需求和价值的角度来思考生育意义［18］。生

育后培养子女，希望以健康品德为主，学业有成为

辅，不过于施加压力及强制要求，育儿理念相较祖

辈更加理性［19］。

（二）婚育焦虑来源于理想化婚育与现实间的

矛盾

近年研究表明，低婚育意愿的主要原因是婚育

阻力，而非观念转变［20］。本研究提取受访者对婚姻

焦虑的多方面观点。未有恋爱经历者多担忧理想

结婚对象难寻，担心双方相处模式不合，渴望“灵魂

伴侣”。而现实情况多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引发父

母对子女担忧，出现催婚现象，影响青年群体寻找

“灵魂伴侣”。另外，同龄人相继步入婚姻，尤其是

女性自身生育适龄期的不断缩减等会加剧自身焦

虑。家庭应给予青年群体更多生活关照与鼓励，让

择偶及婚育决定权掌握在孩子手中。处于恋爱期时，

因自身医学专业特殊性，培养周期较长、学习工作任

务重，部分学生会担心因双方规划不同，未能坚持陪

伴到步入婚姻。成功就业、工作稳定是其产生婚育行

为的重要基础。这些结果与相关研究一致［21-22］。需

要国家、政府构建合理的公共政策约束，或引导社

会及用人单位注重对年轻职工的培训晋升，增加

就业机遇，了解医科院校学生就业困境，营造良好

就业氛围。尤为重要的是，如果自身物质经济状

况不能满足婚姻支付，会极大消减婚姻意向和信

心。理想与现实共存，仅有感情联系而没有一定

条件是不足以支撑并运营婚姻，国内青年群体很

大一部分希望通过努力和奋斗为自己的婚姻创造

良好的条件［23］。会担忧实际婚后生活与期待的极大

落差，生活乏味。婚姻联结了伴侣双方家庭，会担心

对两家关系处理不当、造成婚后矛盾等，损害家庭关

系，家庭关系失衡必定带来矛盾或冲突，破坏家庭和

谐。有研究提出扎实的经济基础是推进家庭和谐建

设的重要条件，且和谐的家庭关系与成员的教育素养

具有一定关系［24］。需加强社会舆论引导，进行警示教

育，发挥和谐家庭正向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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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焦虑影响着青年对生育的判断选择，对探

索提高青年生育率和缓解生育压力具有意义。对

于未来生育，学生存有种种顾虑。生育前担心自身

还未做好父母亲角色转换的心理准备，会被迫改变

原有生活方式，担心没有充足的物质经济基础支持

抚养孩子，生育孩子沉重的照料成本及子女的教育

成本已成为阻碍家庭生育的现实障碍。这同样需

要政府与社会用人单位优化工作内容、薪资结构、

福利保障，保障职工婚育期间的合法权益，消除或

缓解工作原因所导致的婚育压力。会在意生产过

程对女性的身体创伤和造成的心理压力，担心产

前产后抑郁现象、新生儿健康状况。未知的经历

加上社会的焦虑渲染，容易让青年群体产生对生

育的惧怕。政府应在社会形成健康、理性的婚育

舆论导向［25］，提升主流婚育思想的影响力。生育后

担心育孩生活难以符合期望，感情不足时孩子的养

育会成为强迫，担心婚后出轨、离婚等不负责任的

行为影响孩子、破坏家庭。受访者多数认为养育孩

子十分耗费时间精力，会增加生活压力，丧失个人

自由空间。青年学生可能受多样化生活和娱乐方

式影响较深，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青年对婚姻和生

育的需求［18］。家长在育儿阶段会担心教育条件、家

庭培养方式影响孩子成长，同时也需要注重自身行

为，充分发挥榜样作用。

综上，本文研究结果为社会深入理解特定专业

院校学生婚育心理健康状况、婚育焦虑状况及婚育

焦虑诱因提供一定参考。要解决医科院校青年学

生的婚育焦虑，需要针对学生的婚育态度、计划以

及专业特点，聚焦未来婚育困境及痛点，有针对性

地采取措施，缓解、消除婚育顾虑，从而让医科院校

学生以轻松、健康的心态投入学业、工作以及卫生

事业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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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ounded theory⁃based qualitative study of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marriage and fertility and their anxiety status

LI Jian’an，GUO Mengjie，WANG Yan，WANG Li
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230032，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factors of students’enthusiasm and anxiety about marriage and
fertility，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eliminating or relieving the anxiety about marriage and fertility，this paper
adopts the semi ⁃ 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 to conduct focus group interviews with 12 randomly selected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majors，extract key information，and follow the steps of the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thod. By using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software NVivo11plus to code and analyze the data，
four core categories of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marriage attitude，fertility attitude，marriage anxiety and
fertility anxiety are summarized and discussed respectivel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nterviewed students yearn
for a happy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with ripe timing and complete conditions，bu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forms resistance and becomes the source of marriage and fertility anxiety. According to the
above，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anxiety of marriage and fertility.

Key words：attitudes towards marriage and fertility；anxiety about marriage and fertility；medical college；
qualit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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