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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女大学生幸福感调查及比较
　
冯惠敏　刘小芳　李汝璇

摘　要：从幸福感的认知理解、评价取向、情感体验和能力获取四个维度来分析，造成两

岸女大学生幸福感差异的原因是两岸社会环境、女性意识的差异、大陆高校幸福教育的缺

乏等。这一现状希望引起大陆高校对女大学生幸福教育的关注，切实提升女大学生的幸

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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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是每一个人在一生不断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对自己目前之存有状态的总体综

合感受，亦是个人对幸福程度的总体感受，它是个人的一种主观体验。女大学生幸福感是

女大学生在大学学习时期在社会、家庭、高校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对幸福的总体

综合感受，是女大学生在高校生活的一种自我察觉的心理状态。
在现代文化和传统社会标准的双重影响下，当代女大学生对幸福感的认知和评价具

有时代特点。当代女大学生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积极投入社会，由于她们自身有着较高

的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肩负了参与社会竞争、为社会建设做贡献的社会期望；另一方面，
受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熏陶，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也对女大学生有渗透作用，使得她们肩负

了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对女性贤妻良母的期望，从而使她们的生存面临着双重的社会

评价标准。这种双重评价标准会引发女大学生对幸福感理解的偏差和对幸福感的错误评

价，使她们对人生感到迷茫和无奈。
海峡两岸同宗同源，共同的民族文化传承使得两岸女大学生对幸福感的理解和感知

有着相似的一面，但同时，由于不同的教育、文化制度和经济发展速度，两岸女大学生对幸

福感的理解和感知又有着不同的一面。对两岸女大学生幸福感现状及其差异进行比较研

究，有助于引导女大学生正确地认识幸福、准确地评价幸福，帮助她们提高获取幸福感的

信心，促进她们的身心健康发展。

一、海峡两岸女大学生幸福感现状对比分析

当前，海峡两岸女大学生幸福感的现状究竟如何呢？对此，我们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分

别作了调查，此次调查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分别发放了《女大学生幸福感调查问卷》。台湾

地区主要是通过整体随机取样的方法，在台湾师范大学、台湾东华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和

台湾清华大学对全日制的女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大陆地区主要是通过整体随机取样的

方法，分别在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及西部地区多所学校发放调查问卷。此次调查共发放

问卷７５０份，其中大陆地区发放问卷５２０份，回收４９７份，回收率是９６％，有效问卷是４８１
份，有效率是９７％。台湾地区发放问卷２３０份，回收２１１份，回收率是９１％，有效问卷是

２０２份，有效率是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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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从幸福感的相关维度即认知理解、评价取向、情感体验和能力获取等方面入手，对海峡两岸女

大学生幸福感的整体状况进行对比分析。
（一）幸福感的认知理解对比分析

１．对幸福感内涵的认知

对幸福感内涵的诠释体现了女大学生在该时期对不同幸福目标的渴求。由于幸福感的主观性，每

个女大学生对幸福感的诠释也不同。问卷采取多项选择的方式问及两岸女大学生“幸福感受是什么”，
大陆和台湾的女大学生都认为“身体健康”（９４．１８％／９５．０５％）、“家庭美满”（６８．８１％／７７．２３％）和“自由

自在”（７１．７３％／７６．２４％）是最为重要的三项幸福感指标。大陆女大学生把有“知心朋友”和“学习进步”
也作为幸福感的主要指标（占总人数的５０％以上，远超过台湾学生，台湾学生在这两个选项上分别只有

３５．６４％和２７．７２％）；而 认 为“受 到 尊 重”和“贡 献 社 会”的 台 湾 女 大 学 生 人 数 超 过 了 一 半（分 别 是

７３．２９％和５３．４７％），大陆学生则少于一半（分别是４２．８３％和１９．３３％）。大陆还有部分女大学生认为

“有职有权”也是幸福感的指标之一（约占调查总数的１３．１０％），而台湾女大学生认可这一选项的非常

少（仅占调查总数的１．９８％）。
这些数据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两岸９０后女大学生在对幸福感内涵的理解上有相似性，她们都把

“身体健康”和“家庭美满”、“自由自在”作为首要的幸福感受，这与我国文化中历史悠久的女性社会角色

有关，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青年女性都过分注重自身的家庭角色，她们对身心健康和幸福家庭的渴求很

高。但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她们都认为自由自在的生活也是主要的幸福感受，这也体现她们幸福感受的

矛盾性。二是两岸９０后女大学生在对幸福感内涵的理解上也有区别，在“有职有权”、“知心朋友”、“受

到尊重”和“贡献社会”几个方面，台湾和大陆的女生之间的认同度差异较大。这些说明台湾高校的多数

女生更注重个体是否得到尊重，注重个体对社会的贡献，把自我幸福同社会幸福相统一；而大陆高校中

认为幸福是“有职有权”的女生多过了认为幸福是“贡献社会”的女生，大陆女大学生过分注重权利而忽

视自我独立，不愿意奉献社会的这种意识令人担忧。

２．对物质、精神和幸福的关系的认知

关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与幸福的关系”的数据表明，两岸女大学生在该问题上的认同度差异较

大。４３．４５％的大陆女 生 认 为 物 质 财 富 的 获 得 能 够 提 升 幸 福 感，而 台 湾 女 生 此 选 项 比 率 为２．９７％；

３３．２６％的大陆女生认为高贵的灵魂和丰富的内心是重要的，拥有精神财富才能提升幸福感，台湾女生

此选项比率为４．９５％；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对幸福感的提升缺一不可”这一选项中，台湾女生的选

项比率为８０．２０％，而大陆女生则为１７．６７％。
上面数据说明，在看待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幸福感的关系时，台湾女大学生比大陆女生更加理性，

大部分台湾女生都认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对幸福感的提升同等重要。而大陆高校中的女生对物质、
精神和幸福感关系的理解比较片面，甚至不少学生认为单一的财富能够提升幸福感。通过个别的访谈，
笔者还了解到不少大陆女生评价个人成功和幸福与否的标志是年薪的多少，这种错误的认知导致了部

分女大学生盲目地认为金钱可以和幸福感的提升划等号。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拜金主义等不良的社会风

气已经影响了大陆高校的校园环境。
（二）幸福感的评价取向对比分析

１．对大学生活的评价

对幸福感的评价是女大学生在大学中对大学生活期间自身生活是否幸福的整体看法，如果女大学

生对她们自己的大学生活给予肯定性的正向评价较多，那么女大学生的幸福感现状就比较乐观，反之则

表明女大学生的幸福感现状令人担忧。
将海峡两岸女大学生对生活幸福感受的时间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大陆地区只有小部分女生认为大

学生活期间最幸福；相反，台湾地区大部分女生在大学生活期间感到幸福，并且有１／４的女生认为大学

生活期间幸福感受度最高。认为生活一直都很幸福和大学生活最幸福的台湾女生比例分别是大陆女生

比例的５倍和２倍，而认为大学前生活比较幸福的大陆女生比例是台湾女生比例的４倍。

·８１１·



冯惠敏 等：海峡两岸女大学生幸福感调查及比较

从两岸如此之大的差距上，我们可以看出台湾女大学生对大学生活期间幸福感受的评价高于大陆

女大学生的生活幸福感受评价。在此项指标上，笔者了解到由于大学生活期间学生比较迷茫，许多大陆

学生更喜欢目标单一，并且被家人重点保护的高中生活，导致她们觉得大学前的生活更幸福。还有部分

女大学生由于大学生活期间遇到一些问题与困难，如经济紧张、感情难题、求职压力等，产生了很多负面

情感，从而无法提升自身的幸福感，导致整体评价偏低。笔者在访谈中也亲身感受到一些大陆女生对笔

者抱怨大学生活的不幸福，她们对幸福的渴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对未来生活的迷茫无助和感情方面的

困扰等问题影响了她们大学生活的整体幸福感。

２．对幸福观念取向的评价

幸福感的评价受不同观念的影响分为传统的幸福观念取向和现代的幸福观念取向。台湾女大学生

的幸福观念取向趋于现代性，她们对待传统的“男外女内”才是幸福家庭的观点表示否定，有近９５％的

大学女生并不认为家庭美满一定要女性管理内务，这种否定也体现在了“嫁得好比学得好更幸福”的调

查选择中，调查显示，仅有不到５％的台湾女生认为传统的相夫教子和处理家务具有最高的幸福感受。
相反的是，大陆女大学生幸福观念取向趋于传统性，有近７５％的大陆女生对传统的观点持肯定评价，她
们比较同意女性幸福感来源于传统的社会角色———处理好家庭的事务，而且有近８４％的大学女生认可

婚姻的价值，认为个人努力的幸福比不上婚姻的幸福。
在对传统的幸福感受获得的评价中，两岸女大学生的调查数据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可以从中看出

传统女性价值观和现代女性价值观对两岸女大学生的幸福观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不同的幸福观念取向

又会影响到女大学生当下及今后自身的发展。
（三）幸福感的情感体验对比分析

女大学生的幸福感情感体验一般包含其乐融融的亲情、浪漫的爱情、人脉的帮助、学业的成功和兴

趣等几个方面。无论是台湾地区还是大陆地区，９０％以上的被试女大学生都有过合家团圆其乐融融所

带来的幸福体验，其 次 是 浪 漫 的 爱 情（大 陆６１．１２％，台 湾６５．３５％）和 好 朋 友（大 陆５８．２１％，台 湾

７６．２４％）带来的幸福体验。有良好的学业，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带来的幸福体验（均为４５％左右），
接近被试总人数的一半。总体而言，两岸的女大学生在幸福体验的选择上差别不大，主要选项中的人数

比率也较为相近。只是在兴趣爱好的情感体验方面，台湾女大学生比大陆女大学生的选择比例更高，被
试者中有４８％的 台 湾 女 生 因 为 每 天 能 做 自 己 喜 欢 的 事 而 感 到 幸 福，而 大 陆 女 生 此 选 项 的 比 例 是

３４．７２％，说明台湾女大学生比大陆女大学生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带来的幸福感，而大陆女大学生更

注重他人的评价和认可带来的幸福感。
在９０％左右曾获得过亲情幸福感受的两岸女大学生中，和家人的沟通完全没有距离感的女大学生

仅占２０％左右，基本没有距离感的女大学生占５０％左右，有一些女大学生即使已经感受到了家庭的幸

福，但认为自己和家人的沟通中存在一些问题。在曾获得过友情的幸福女大学生中，和同学相处融洽和

较为融洽的大陆女生约占一半，而和同学相处非常融洽的台湾女大学生占７６％左右。这从侧面体现了

大陆女大学生在人际关系处理上略差于台湾女大学生。在对爱情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评判时，近一半

大陆女大学生认为爱情占幸福感的１０％－３０％之间，而台湾女大学生把爱情看得较重，她们一半以上

的人认为爱情占幸福感的４０％－６０％。在对学业的感受上，大陆女大学生认为学业的压力比较小，而

台湾女生认为学业的压力较大。虽然两岸女大学生在已经获得的幸福感受上存在着同样的倾向，但是

相同之中又存在着差别，台湾和大陆的女大学生在亲情和友情上的看法较为相像，她们都能较好的处理

家人和朋友间的关系；在对待爱情上，大陆女生把爱情对幸福感的影响看得较轻，而台湾女大学生则看

得较重，这可能与台湾学生的心理成熟水平和社会开放度更高有关。
（四）幸福感的获取提升对比分析

幸福感的获取是个体在追求幸福目标的过程中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包括对幸福目标的追求、提升幸

福感的信心和提升幸福感的途径。个体只有持续努力地追求正面的情感体验，才能不断地提升自身幸

福感。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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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幸福目标的追求方面，调查显示９０后的女大学生受中西方文化的影响，她们对幸福目标的追

求具有时代特色，聪明自信、努力奋斗、心态平和、人际良好是女大学生心目中理想的幸福女生的特点。
在问及“你最渴望的幸福状态”时，“与所爱的人相守一生”、“父母健康长寿”和“所有努力都实现，自我价

值得到回报”是两岸女大学生最渴望的幸福状态的前三种。仅次于这三项状态之后，大陆女大学生还渴

望“能够成为富有的人”并且“实现自己异想天开的愿望”；台湾女大学生则更渴望“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

并做到高层”和“平平淡淡地过一生”。在对美好的幸福目标追求时，两岸的女大学生有共同点，这是她

们对爱情、亲情和自我价值不断追求的体现，略有的差别对整体的影响不大。
在提升幸福感的信心方面，调查问及“你对未来的幸福生活是否充满信心”时，对将来的幸福生活充

满了信心的大陆女生占总体的２８．６８％，台湾女生占总体的８７．１３％，对未来生活毫无信心和迷茫无知

的女生在两岸的调查统计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并且大陆女生的比例多于台湾女生比例。期待生活改变

以提升幸福感的台湾女生高达８０％左右，大陆女生只有２５％左右，生活安于现状的大陆女生是台湾女

生比例的３倍以上。我们不难看出，台湾女生对幸福生活比较向往，她们期待学习和生活中的变化以获

得更多的幸福感受，而大陆女生更倾向于顺其自然、安于生活的现状。
在问及提高幸福感的途径时，两岸半数以上的女生认为提升幸福感的途径是“个人奋斗”。有少数

大陆女生认为幸福感来源于“嫁个好老公”，这与大陆女大学生对于幸福感的评价偏于传统的价值取向

有关。此外，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多数女大学生认为幸福感的提升要靠自己，这样才能实现自身对个

人价值和幸福目标的提升，但仍有小部分女生过于追求物质的东西，期盼通过别人的给予来满足自身的

幸福，而不是自己的努力。

二、海峡两岸女大学生幸福感差异的归因分析

总体上来看，海峡两岸女大学生对自己的幸福感受较为满意，台湾女大学生总体幸福感水平高于大

陆女大学生。在幸福感的多个维度上她们存在着相似之处，但在某些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差异，造
成这些差异的影响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岸社会环境的不同

台湾与大陆同宗同源，共同延续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和历史。共同的民族文化传承和相似的

民族历史记忆影响着两岸女大学生的方方面面。在对幸福感的诠释与幸福感的体验上，两岸女大学生

所呈现的相似性恰是作为炎黄子孙的共性。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环境与媒体导向等方面的差异

也影响着高校中的女大学生，两岸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社会环境的差异是不可否认的现实。
大陆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与作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地区相比仍存在着差异。在全球化

背景下和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和冲击下，大陆社会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不同的社会风气和价

值观念，例如一切向钱看、自私自利、缺少社会责任感等种种观念，冲击着９０后的女大学生。虽然大部

分女大学生对幸福感诠释是积极健康的，但不可否认，当越来越高的房价和工资不成正比时，当“学得好

不如嫁得好”等观念在大陆社会开始广泛传播时，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通过网络和大众传媒

扩散开来并影响了象牙塔中的女大学生，由此造成一些大陆女大学生把幸福感片面理解为金钱和物质

的享受，而且在面对获取幸福的途径上依赖他人而不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此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媒体

出于猎奇心理，喜欢对女大学生群体以偏概全，夸大社会现实和就业压力，这些间接影响着高校女大学

生，使她们对社会的判断出现偏差，降低自身幸福感。
台湾地区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较深，现代化进程较大陆地区快。民主化和现

代化是台湾社会环境的特色，虽然也会存在一些不好的现象，但是台湾社会环境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加

注重对个人的努力肯定。由此，台湾女大学生多数认为幸福感主要是靠个人的努力和奋斗。另外，志工

文化在台湾极为普及，从学校社团到社会组织，无处不在的志工服务文化深入台湾社会，更有台湾地区

高校把志工服务作为一学分的必修课。这种无私和贡献的观念影响着新一代的台湾女大学生，因此她

们把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作为幸福感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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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陆高校幸福教育缺失

女大学生正确幸福观的形成与高校教育具有直接的相关性，个体对幸福的认识、体验幸福以及创造

幸福的能力与其所受的教育和社会道德水平息息相关。台湾地区将幸福教育与德育相结合，在高校中

开展了大量的幸福教育课程，涉及人生、宗教、婚恋等多个方面，授课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还有社团、
户外体验和露天园游音乐会等。然而，大陆现行的高等教育似乎普遍无暇顾及大学生的幸福教育，对女

大学生的幸福教育不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大陆高校幸福教育重视不足。一方面，大陆学者对女大学生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较少，还没有充

分地认识到女大学生幸福感的重要性，对女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较少。另一方面，部分从事高校

学生辅导工作的教师对幸福教育的认知缺乏，原本应该最关注大学生活的他们缺乏对女性身心特点的

了解，不能及时地对女大学生进行相关的幸福教育。
二是大陆高校幸福教育内容匮乏。高校的道德教育中应该包括对幸福感的内涵诠释和对人生中幸

福目标的追求。但是，在大陆地区的调查显示，只有不到３３％的女大学生曾经选修过相关的幸福教育

课程。而在台湾地区的调查中有６７％女大学生接受过幸福教育的相关课程。与台湾相比，大陆地区高

校从事女性道德教育和幸福教育的组织机构不多，专业性较高的人员也少，因而导致了幸福教育的课程

稀少，内容匮乏。并且，教育方式只有单一课堂授课方式，以说教为主，只注重知识和方法的灌输，在晓

之以理和动之以情等方面做得不够完善。因此，高校应该探讨丰富多样的幸福教育形式，通过开展多种

形式的活动让在校的女大学生感受到校园生活的美好，提高她们获取真、善、美的能力，提升她们获得幸

福感的信心。
（三）女性意识的差异

幸福感作为个人对幸福程度的总体感受，它是个人对外界的心灵触及，更是个人的主观体验。女性

意识是女性生命的特色，它是指女性以自身独特的心理特色为立场，从女性的社会地位出发，以独特的

女性眼光观察自我和世界，对其赋予女性性格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女大学生应该在审视自身的价值后，
正确地评价自身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平等地看待两性的社会地位，做到自尊、自爱、自立和自强。

大陆地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较强，传统的男强女弱的性别价值观念、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生活模式

和男主女从的性别定位一直影响着女大学生。她们的女性意识在社会舆论和传统文化的压制下，未能

得到充分的唤醒，导致她们对传统观念过于肯定，不能肯定自身的价值和社会地位，主体意识匮乏，女性

意识淡薄，把女性的家庭角色看做了女性的全部社会角色，忽略了现代女性应具有的自主自强的性格特

点。这种女性意识的淡薄使部分女大学生在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击着迷茫无措，缺失了对未来幸福生

活的信心。
台湾女大学生同样受到传统观念和现代思想的冲击，但传统观念对台湾女大学生的影响较小，从调

查中我们可以看出半数以上女大学生对传统的女性观点持否定态度，她们对独立奋斗和心态平和的女

性最为欣赏。受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台湾女大学生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角色较为突出，她们更加肯定自

身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角色，多数女大学生期待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获取更多的幸福感受。台湾女大

学生女性意识的突出和主体意识的明确，使她们既能以温柔、敏感的性格特点面对家庭角色，也能够以

自主、自立、自强和自尊的意识处理好女性的社会角色，这也是半数以上台湾女大学生认为生活一直都

很幸福的原因。

三、提升女大学生幸福感的建议

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在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普遍受到重视的今

天，加强对幸福感的重视和关注即是关注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一）优化社会环境，提高女性社会地位

社会是女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的客观环境，社会环境和社会观念都对女大学生幸福感的获得起着重

要作用，对女大学生幸福感的提升要优化社会整体环境，树立正确的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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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女性社会角色给予肯定，树立正确的女性观念，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女大学生对幸福感的

诠释、评价和感知与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一个能够对女性的性别角色模式给予正确判断的社

会会提升她们的幸福感，反之，会影响女大学生对自身价值的判断，甚至影响她们的生活信心。受传统

的性别模式的影响，女大学生被男内女外、男重女轻的传统观点影响，她们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女性

社会地位和女性观念认识存在着偏差，这对于女大学生学习、生活甚至就业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影响了

她们的幸福感。女大学生作为高级知识女性，她们的思想和素质都得到了提高，将为社会做出独特的贡

献。因此，社会应该对传统的女性观点加以改善，减少对女性的歧视，改变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的性别

生活模式，为女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创造一个理性的社会环境，进而提高她们的幸福感。社会也应

该帮助女性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认识到为社会贡献是女性应尽的一部分责任与义务，进而使她们能更理

性地处理好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提升她们的幸福感。
二是对媒体导向进行监督，端正媒体的社会导向。媒体的导向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一面镜子，舆论和

传播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起着推动的作用。错误的媒体导向会夸大负面的消息，影响公民的价值选择

和判断，而对女大学生过分错误的报道，不仅会对女大学生的整体形象产生负面效应，更影响着女大学

生对幸福感的价值选择和评价。因此，我们应该从法律和舆论两个方面对媒体导向进行监督，要完善相

关的法律法规，禁止报道中出现夸大事实和炒作，并对虚假报道进行相关的法律处罚。另一方面加强舆

论的监督作用，对关于女大学生负面形象的不实报道进行举报，禁止错误的价值导向在社会传播。
（二）完善高校德育工作，加强女大学生幸福教育

幸福教育与高校德育工作息息相关，高校应该完善相关的德育工作，加强幸福教育课程的系统化和

专业化的建设，加强女大学生幸福教育。在未开展幸福感教育的高校中，应该普及幸福教育，完善高校

德育体系，对女大学生给予更多的关心。在已开展幸福教育的高校中，应该加大幸福教育的力度，开展

多种多样的教育方式，拓宽幸福教育的内容，使幸福教育和女大学生的生活实践相联系，通过多形式、多
种类、多内容、多方面的校园社会活动和校园文化讲座等促进德育工作的开展和实施，通过幸福教育促

进女大学生获得更好的幸福感。
此外，高校应该加强心理知识的讲座，针对性地开展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她们的心理承受

能力，使他们面对挫折时能够乐观积极的面对，提高他们对未来幸福生活的信心。同时，采取多种多样

的心理咨询活动，普及心理健康的知识，使女大学生在遇到问题时能够正确地分析问题和认识自己，寻

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化挫折为幸福的动力。
（三）调动主体的能动性，唤醒女性意识

提升女大学生幸福感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等良好的外部环境，更要靠女大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
提升自身的主体意识和女性意识，追求自身的幸福生活。

一方面，需要增强女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强化现代女性的自我、竞争和进取意识。女大学生的主体

意识是与她们的精神独立和积极进取相关联的，包括自我、竞争、进取意识与创新意识，具有强烈主体意

识的女大学生才能更好追求自己的幸福目标，提升自己的幸福感。这要求女大学生首先做到能够理性

的对待自己，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在精神上独立，勇于挑战和面对困难。作为女大学生，应该独立、自

尊、自强、自信，这才是新时代女性的特点。对于大多数女大学生而言，主体意识的欠缺是她们的弱点，
因此需要她们自身努力地锻炼自己，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自我独特风采的９０后独立自信的女大学生。
幸福感受是主观的，也是内在的评价，只有充分调动内在的意识，发挥自身的重要性，才能逐步地摆脱心

理障碍，获得个人成就满足感，进而提升她们的幸福感受。同时，也应该减少个人对他人的依赖，通过自

身的奋斗和努力去实现幸福目标。
另一方面，需要唤醒女性意识。女大学生应该正确地评价自身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平等地看待两性

的社会地位，做到自尊、自爱、自立和自强。由于女大学生对传统女性角色的过分认同，使她们对女性意

识的理解有了偏差。因此，我们需要把她们潜在的女性意识从传统的性别观点模式中解放出来，如通过

多种多样的校园活动鼓励她们在实践中锻炼自己，通过多种形式的女性教育打开她们的内心，通过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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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关怀提升她们的信心和勇气，这些活动能够唤醒她们对女性特质的认同，加深她们对现代女性的认

识，鼓励她们摒弃传统的观念追求新的自我价值；应该使她们学会如何正确的评价自身和社会之间的关

系，分清家庭、社会和个人之间的角色定位，使女大学生能够在事业和家庭的追求中得到平衡。唤醒女

大学生的女性意识，有利于她们平等地看待两性的社会地位，减少幸福感的错误依赖和评价，使她们更

好地体验自我价值实现的幸福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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