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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地区大学生对性的认知现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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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了解泸州地区大学生对性的认知现况，为制订对其开展性教育方案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体随机抽样

方式对泸州地区４所大专院校的２２２６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将调查结果用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处理。结果　５９．６２％的学生性知

识主要来自媒体；对大学生性知识的测试情况令人满意；５８．９４％的学生对性与爱的相关问题愿意进行交流和沟通；７３．４９％认为

性爱应讲道德；８４．６１％认为大学生应具有正确的恋爱观、贞操观；８２．９５％认为应积极防治性病、艾滋病；５５．２７％坚决反对在校学

习期间结婚；７５．１５％坚决反对婚前有性行为，４４．４４％对恋爱对象曾有过性行为比较介意，３６．５６％当发现恋爱对象曾有过性行为

则立即分手。结论　当代大学生性成熟时间提前而性知识的教育相对滞后，他们对许多与性有关的问题和现象存在偏差，应加强

对他们进行科学、系统的性健康教育。

关键词：泸州地区；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４）１９２４６４０３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狅犳狊犲狓狌犪犾犮狅犵狀犻狋犻狏犲狊狋犪狋狌狊犳狅狉犮狅犾犾犲犵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犔狌狕犺狅狌犪狉犲犪


犘犪狀犢犻狀犵
１，犢犪狀犇犪狀２△

（１．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犌狔犿狀犪狊狋犻犮狊，犔狌狕犺狅狌犕犲犱犻犮犪犾犆狅犾犾犲犵犲，犔狌狕犺狅狌，犛犻犮犺狌犪狀６４６０００，犆犺犻狀犪；２．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

犇犲狉犿犪狋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犞犲狀犲狉犲狅犾狅犵狔，犃犳犳犻犾犻犪狋犲犱犎狅狊狆犻狋犪犾狅犳犔狌狕犺狅狌犕犲犱犻犮犪犾犆狅犾犾犲犵犲，犔狌狕犺狅狌，犛犻犮犺狌犪狀６４６０００，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ｆｏ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ｌｕｚｈｏｕ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ｂａｓｉｓ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犕犲狋犺狅犱狊　２２２６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ｆｏｕ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ｉｎｌｕｚｈｏｕａｒｅａ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ｂｙ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ｃｌｕｓ

ｔｅｒ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ＳＳ１１．５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犚犲狊狌犾狋狊　５９．６２％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ａｓｍａｉｎｌｙ

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ｈｅｔｅｓｔｆ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ａ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５８．９４％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ｏｕｌｄｌｉｋｅｔｏ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ｓｅｘａｎｄｌｏｖｅ，８４．６１％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ａ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ｏｖｅａｎｄ

ｃｈａｓｔｉｔｙｖｉｅｗ，８２．９５％ 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ａｔｓｈｏｕｌｄｍａｋｅ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ｖｅｎｅｒｅ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ＡＩＤＳ，５５．２７％ ｏｆ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ｆｉｒｍｌｙｏ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ｍａｒｒｉｙｄｕｒ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ｙ；７５．１５％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ｆｉｒｍｌｙｏ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ｐｒｅｍａｒｉｔａｌｓｅｘｕａｌ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４４．４４％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ｉｎｄｅｄｔｈａｔｌｏｖｅｒｏｎｃｅｈａｄｓｅｘ，３６．５６％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ｂｒｏｋｅｎｕｐ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ｗｈｅｎ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

ｌｏｖｅｅｒｈａｄｓｅｘｂｅｆｏｒｅ．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ｅｘｕａｌ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ｉ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ｂｕ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ａｇ，

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ｍｆｏｒｍａｎｙｓｅｘｕ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ｓ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Ｌｕｚｈｏｕａｒｅａ；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ｅｘ；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人类性行为除受机体内激素水平、健康状况、情感因素影

响外，还受文化、教育、政治、宗教、道德等因素的影响和制

约［１］。大学生是即将步入社会，面临恋爱、婚姻、生育等问题的

群体，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一方面他们受西方性文

化、性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面临性心理成熟滞后于性生理

成熟和性道德观念形成滞后于性机能发育成熟的矛盾，他们的

性观念、性行为现状与其接受性教育的程度具有明显的不同步

性。高等院校性健康教育要以高校为教育基地，以大学生为对

象开展严谨、科学的性健康教育活动［２］。在高校应开设有关性

知识的课程，对他们进行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教育，让他们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恋爱观与性价值观［３］。大学生随年龄的增

长，他们的性生理与性心理日趋成熟，性需求亦随年龄增长而

增加，是性活跃人群［４］；他们对新事物敏感、思想活跃，受传统

观念影响小，对性问题的看法较为开放［５］。为了解当代大学生

对性相关问题的看法、理解、态度和行为，作者于２０１２年９月

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对泸州地区４所大专院校的大学生对性的认知

现况进行问卷调查，现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分层整体随机抽取样本的方式，抽查了四川

泸州医学院、四川警察学院、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泸州化工职业

学院４所学校的学生共２２２６名，其中男１１８６名，女１０４０

名，年龄１９～２３岁，平均２１岁。

１．２　方法　由课题组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获取性知

识的渠道、了解相关性知识的内容、对谈爱说性的态度、对性与

道德二者关系的看法、对恋爱贞操的态度、对防治性病和艾滋

病的看法、对在校学习期间结婚的看法、对结婚前有性行为或

恋爱对象过去曾有过性行为的看法［６］。把问卷发放给各学校

被调查的学生，让他们根据问卷的相关内容填写，填写前向同

学们提出３项要求：（１）实事求是填写；（２）不署名；（３）填写内

容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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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
２ 检验，以 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大学生获取性知识的渠道　男、女生获取性知识的渠道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９３．１２０，犘＝０．０００），见表１。

２．２　大学生了解相关性知识内容情况　通过测试，大学生对

有关性知识的掌握情况较好，男生与女生在回答相关性知识情

况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男、女生获取性知识渠道比较［狀（％）］

性别 狀 媒体 学校 家庭 同学、朋友 自己探索

男生 １１８６ ７１５（６０．２９） ７３（６．１６） ８７（７．３４） ２４１（２０．３２） ７０（５．９０）

女生 １０４０ ６１３（５８．９４）１１２（１０．７７） ８９（８．５６） ２１３（２０．４８） １３（１．２５）

合计 ２２２６１３２８（５９．６２）１８５（８．４７） １７６（７．９５） ４５４（２０．４０） ８３（３．５８）

表２　　男、女生了解相关性知识情况比较［狀（％）］

项目 男生 女生 合计

了解人类的性是以生物繁衍为基础，受心理活动影响和特定的社会文化制约、产生性

唤醒、增加性快感、获得性高潮与性满足的行为现象
７８２（６５．９４） ６８８（６６．１５） １７４０（６６．０５）

了解青春期发育的特征及男、女生殖器的构成 ６６８（５６．３２） ６１２（５８．８５） １２８０（５７．５９）

了解精子、雄激素产生于睾丸；了解卵子、雌激素产生于卵巢 ９５０（８０．１０） ５４４（５２．３１） １４９４（６６．２１）

了解雄激素、雌激素的作用、性兴奋产生的机制 ８４２（７０．９９） ５４１（５２．１２） １３８３（６１．５６）

了解女性排卵时间是下一次月经前的第１４天，安全期是排卵日及其前５ｄ、后４ｄ以

外的时间
４８６（４０．９８） ８４１（８０．８７） １３２７（６０．９３）

了解排卵可受情绪、健康状况、外界环境等因素影响而提前或推后 ４６３（３９．０４） ８６１（８２．７９） １３２４（６０．９２）

了解月经初潮的生理意义、月经期卫生保健、月经期不宜性交 ６７６（５６．７０） ８５６（８２．３１） １５３２（６９．５１）

了解首次遗精的生理意义、遗精不会大伤元气；未婚先孕对个人和家庭均可造成伤害 １０７８（９０．８９） ５０９（４８．９４） １５８７（６７．９２）

了解服避孕药可防止怀孕、体外射精不能完全防止怀孕；避孕套可预防性病，不能完

全防止性病传播
１０６７（８９．９７） ９３６（９０．００） ２００３（８９．９９）

了解人流是避孕失败的补救措施，反复做人流可致不孕 ９０１（７５．９７） ８３２（８０．００） １７３３（７７．９９）

了解淋病是感染奈瑟淋球菌所致的泌尿生殖系统化脓性炎性疾病 ９５６（８０．６１） ８２２（７９．０４） １７７８（７９．８３）

了解梅毒是感染苍白螺旋体、主要通过性交或从母体胎盘传染、侵犯多系统多脏器的

慢性传染性疾病
８０６（６７．９６） ７０７（６７．９８） １５１３（６７．９７）

了解艾滋病是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所致的传染病 １０９１（９１．９９） ９５５（９１．８３） ２０４６（９１．９１）

　　：犘＜０．０５，与男生比较。

２．３　大学生对谈爱说性的态度　结果显示男、女生对谈爱和说

性的态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４０．６１５，犘＝０．０００），见表３。

表３　　男、女生对谈爱说性的态度比较［狀（％）］

性别 狀
不好意思

谈爱说性

愿意进行

交流和沟通

认为可以

公开探讨

希望学习性知

识愿积极宣传

男生 １１８６ １７８（１５．０１） ７２３（６０．９６） １６６（１３．９９） １１９（１０．０３）

女生 １０４０ ２４９（２３．９４） ５９２（５６．９２） １２４（１１．９２） ７５（７．２１）

合计 ２２２６ ４２７（１９．４８） １３１５（５８．９４） ２９０（１２．９６） １９４（８．６２）

表４　　男、女生对性与道德相互关系的看法比较［狀（％）］

性别 狀 应讲道德 与道德无关联 说不清楚

男生 １１８６ ７８３（６６．０２） ２４９（２０．９９） １５４（１２．９８）

女生 １０４０ ８４２（８０．９６） １６６（１５．９６） ３２（３．０８）

合计 ２２２６１６２５（７３．４９） ４１５（１８．４８） １８６（８．０３）

２．４　大学生对性与道德二者关系的看法　男、女生对性与道

德二者关系的看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２５．１７８，犘＝

０．０００），见表４。

２．５　大学生对恋爱、贞操的态度　调查结果显示，男、女生对

恋爱、贞操的态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６０．１４６，犘＝

０．０００），见表５。

表５　　男、女生对恋爱、贞操的态度比较［狀（％）］

性别 狀
应有正确

的恋爱观、贞操观

有无正确

的恋爱观、贞操观无所谓
说不清楚

男生 １１８６ ９５２（８０．２７） ２０１（１６．９５） ３３（２．７８）

女生 １０４０ ９２５（８８．９４） １０４（１０．００） １１（１．０５）

合计 ２２２６ １８７７（８４．６１） ３０５（１３．４８） ４４（１．９２）

表６　　男、女生对预防性病、艾滋病的看法比较［狀（％）］

性别 狀
应积极防治

性病、艾滋病

性病是难治病、艾滋病

是不可治病，二病不可防不可治
说不清楚

男生 １１８６ ９７２（８１．９６） １４２（１１．９７） ７２（６．０７）

女生 １０４０ ８７３（８３．９４） １１４（１０．９６） ５３（５．０９）

合计 ２２２６１８４５（８２．９５） ２５６（１１．４７） １２５（５．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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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大学生对防治性病、艾滋病的看法　男、女生对防治性

病、艾滋病的看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５６．１４２，犘＝

０．０００），见表６。

２．７　大学生对在校学习期间结婚的态度　结果显示，男、女生

对在校学习期间结婚的态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２１．４８６，

犘＝０．０００），见表７。

２．８　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或恋爱对象曾有过性行为的看法　

男、女生对婚前性行为和恋爱对象曾有过性行为的看法有差异

（χ
２＝６０．１６７，犘＝０．０００），见表８。

表７　　男、女生对在校学习期间结婚的态度比较［狀（％）］

性别 狀 坚决反对 认为结婚可促进学习 说不清楚

男生 １１８６ ５９３（５０．００） ２９６（２４．９６） ２９７（２５．０４）

女生 １０４０ ５８２（６０．５３） ３３２（３１．９２） １２６（１２．１２）

合计 ２２２６１１７５（５５．２７） ６２８（２８．４４） ４２３（１８．５８）

表８　　男、女生对婚前性行为或恋爱对象曾有过性行为的看法比较［狀（％）］

性别 狀

对婚前性行为看法

坚决反对 应当限制 顺其自然

对恋爱对象曾有过性行为的看法

毫不介意 比较介意 立即分手

男生１１８６ ８５３（７１．９２） ２１３（１７．９６） １２０（１０．１２） ２４９（２０．９９） ５０９（４２．９２） ４２８（３６．０９）

女生１０４０ ８１５（７８．３７） １８７（１７．９８） ３８（３．６５） １７７（１７．０２） ４７８（４５．９６） ３８５（３７．０２）

合计２２２６ １６６８（７５．１５） ４００（１７．９７） １５８（６．８９） ４２６（１９．０１） ９８７（４４．４４） ８１３（３６．５６）

３　讨　　论

性是生物繁衍延续的基础，人类正是由于具有性的特征及

性功能，种族才得以延续［７］。当代大学生对性及相关问题处理

是否得当，会直接影响他们心理的健康发育和正常心理素质的

培养，亦会影响他们自身人格修养和行为规范［８］。在高校要强

化性伦理道德教育，使大学生懂得两性相处的道德原则和社会

责任，让他们自觉培养自己健全的人格行为、学会自觉调节和

控制自己的欲望［９］。进入青春期的大学生性已成熟，在体内荷

尔蒙作用下他们会萌动性意识和性欲望，这是正常生理和心理

机制变化的结果，亦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１０］。此时若性健

康教育滞后，极易导致他们生理发育与心理发育不平衡，使他

们在性态度、性心理、性道德、性行为等诸方面出现偏差，出现

性成熟与人格成熟的不同步［１１］。多年来，我国广大教育工作

者一直在积极探索，努力完善完整、系统的对大学生进行性健

康教育体系和方案，让他们能通过更多途径获取性知识，让师

生之间、学生之间能有更多机会探讨和交流相关的性问题，努

力培养他们良好的恋爱观、贞操观和婚姻观。

通过本文调查研究显示，大学生主要通过媒体、学校、家

庭、朋友间沟通、同学间交流获取性知识；对相关性知识的测试

可以看出，大学生掌握性知识情况良好；半数以上大学生对性

与爱的相关问题愿意交流和沟通、坚决反对在校学习期间结

婚；大多数学生认为性爱应讲道德、坚决反对婚前性行为；绝大

多数学生认为应具有正确的恋爱观、贞操观，应积极防治性病、

艾滋病；部分学生对恋爱对象曾有过性行为较介意，有的学生

当发现恋爱对象曾有过性行为时选择立即分手。

当代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有知识、有思

想、有强烈的求知欲、接受能力强，对社会有一定影响力，他们

的性观念、性态度、性心理和性行为对青少年会产生一定影响

力［１２］。此次的调研显示，当代大学生在性相关问题上还存在

一些问题，他们的性观念、性态度、性心理存在一些偏差，有的

学生存有一些不良性行为。因此，高校应进一步开展和深化对

大学生的性健康教育，教师要通过对学生传授性解剖、性生理、

性观念、性态度、性心理、性道德和性行为，使他们掌握作为一

个社会人所必备的有关性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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