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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分析广东省大学生性知识、性观念、性行为的现状及其性别特征，为加强大学生性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

自编问卷对广东省整群抽样的１２所高校９２８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性知识：大学生性知识知晓率低，问题回答平均正确率

仅为３７．３４％；性观念：对于性是人的基本需求、有爱就可以有性、性幻想性梦、自慰行为、婚前性行为这些思想与行为方面，大学

生的总体认同度为６７．３５％、３５．２４％、５６．９０％、５２．２６％、５８．０４％；男女生接受程度差异均达显著水平（χ
２＝７．８９、４８．４６、１８９．３０、

３２．４４、２７．３５，犘＜０．０１）；性行为：大学生异性性行为与同性性行为发生率分别为８．０８％与１．５１％，男生异性性行为发生率远高于

女生（χ
２＝５２．０８，犘＜０．０１），同性性行为间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２＝４．８２，犘＞０．０５）；避孕套使用率低，经常使用的人仅占

２９．０３％，女生的使用率显著低于男生（χ
２＝１２．０８，犘＜０．０１）。结论　大学生在性行为、性观念、性知识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需要

进一步的加强和引导，并重视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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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性存在及性行为，是人类生活实体的重要组成部

分［１］。当前，青少年性和生殖健康问题受到世界各国专家的重

视，青少年具有特殊的性和生殖健康需求［２］。随着性意识的觉

醒，以及受西方“性解放”文化、媒体等的影响，大学生中性行为

有着一定的发生率［３］，婚前性行为、同居、人流等现象已经相当

普遍，性病及艾滋病也呈现流行趋势［４］，急需健康的性知识及

性观念的引导。但同时，我国的性教育相对滞后，不管是家庭、

学校还是社会，对性的问题都是讳莫如深，认为性是罪恶的［５］。

性知识的需求和性教育的严重滞后的现实之间矛盾，对大学生

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还有相当部分的大学生由于性的罪恶感，

对自己心中关于性的想法与观念感到羞耻，影响了心理健康，

有些甚至无法正常与异性交往。

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前沿的省份，引导着内地省份和

地区的发展，经济发展迅速，居民教育文化程度也较高，处于该

省的大学生的性态度与观念是否也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及社

会文化的影响而与全国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呢？学校的性教育

是否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相对完善和成熟？纵观国内前人研

究，对广东省高校总体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却是鲜有，仅有少

９１８重庆医学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４４卷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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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者对广州市大学生性态度、性行为等进行调研［６］。本研究

拟针对该方面研究的短缺，对广东省大学生的性行为、性观念

与性行为及性别差异进行调查研究，为促进高校科学的针对性

的性教育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广东省选取

１２所高校的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１０００份，回收问

卷９６３份，问卷回收率为９６．３０％；有效问卷９２８份，有效率为

９２．８０％。其中男３４１人，女５８７人。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调查工具为自编问卷，问卷内

容除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外，主要对大学生性知识、性观念、性

行为等３个方面进行调查。心理学理论认为，人们的知识、态

度、价值观等会影响其行为［７］，基于此，作者从性知识、性观念、

性行为３个方面编制了此问卷。

１．２．２　研究程序　以宿舍为单位随机整群抽取被试，通过无

记名方式进行调查，统一发放并当场收回。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问卷统一回收之后，由研究人员对问卷进

行统一的编码和数据录入，并利用ＳＰＳＳ１８．０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进

行描述性统计和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广东省大学生性知识及性别差异

２．１．１　性知识知晓率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性知识

知晓率非常低，总体的正确回答率仅为３７．３４％，在部分问题

如“人工流产的最佳时间”、“避孕套有效使用时间”只有

１８．００％、１３．３６％的大学生回答正确。大学生对艾滋病的预防

认识较高，但是也仅仅达到了６０．９９％。同时，男女大学生在

性知识的掌握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女性受孕的时间”女大

学生的知晓率显著高于男大学生（χ
２＝３７．３５，犘＜０．０１），对

“人工流产的最佳时间”及“避孕套可否有效预防艾滋病”等问

题，男生知晓率要高于女生（χ
２＝５．８４，犘＜０．０５；χ

２＝２３．９０，

犘＜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大学生性知识知晓率以及性别差异［狀（％）］

项目
男

（狀＝３４１）

女

（狀＝５８７）

合计

（狀＝９２８）

避孕套的使用时间 ４５（１３．２０） ７９（１３．４６） １２４（１３．３６）

女性受孕期的时间 ３４（９．９７） １５８（２６．９２） １９２（２０．６９）

人工流产的最佳时间 ７５（２１．９９） ９２（１５．６７） １６７（１８．００）

避孕套可否有效预防性病 １８７（５４．８４） ２２７（３８．６７） ４１４（４４．６１）

避孕套可否有效预防艾滋病 ２４３（７１．２６） ３２３（５５．０３） ５６６（６０．９９）

艾滋病可否完全治疗 ２３３（６８．３３） ３８３（６５．２５） ６１６（６６．３８）

２．１．２　性知识主要来源　对大学生性知识的来源按从高到低

进行排序，依次为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学校教育、电视广播、同学朋

友、书报传媒、医院宣教、父母、其他。男女大学生获得性知识

的主要来源排在第一位的均为网络；男生比女生更多的从网络

中获取性知识（χ
２＝１８．５３，犘＜０．０１），其他性知识来源均不存

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见表２。

２．２　广东省大学生性观念及性别差异　对于“性是人的基本

需求”、“有爱就可以有性”、“性幻想与性梦”、“自慰行为”、“婚

前性行为”这些思想与行为方面，大学生的总体认同度分别为

６７．３５％、３５．２４％、５６．９０％、５２．２６％、５８．０４％；在这些对性的

观念认同方面，男大学生也更加容易接受，认同度显著高于女

生（χ
２＝７．８９、４８．４６、１８９．３０、３２．４４、２７．３５，犘＜０．０１）。见

表３。

２．３　广东省大学生性行为及性别差异

２．３．１　性行为发生率　全体学生中有８．０８％的大学生明确

表示有异性间性行为，男生的异性性行为发生率为１４．６６％，

远高于女生４．２６％（χ
２＝５２．０８，犘＜０．０１）。１．５１％的大学生

明确表示曾经发生过同性性行为，在同性性行为发生率方面不

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χ
２＝４．８２，犘＞０．０５）。另外，有相当一

部分大学生对性行为问题拒绝回答。见表４。

表２　　大学生性知识的主要来源及性别差异［狀（％）］

性知识主要来源
男

（狀＝３４１）

女

（狀＝５８７）

合计

（狀＝９２８）

学校教育 １７４（５１．０３） ３２１（５４．６８） ４９５（５３．３４）

电视广播 １７１（５０．１５） ３０７（５２．３０） ４７８（５１．５１）

医院宣教 ９４（２７．５７） １３９（２３．６８） ２３３（２５．１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 ２５０（７３．３１） ３４８（５９．２８） ５９６（６４．２２）

书报传媒 １０９（３１．９６） ２０３（３４．５８） ３１２（３３．６２）

父母 １９（５．５７） ４７（８．０１） ６６（７．１１）

同学朋友 １５０（４３．９９） ２５１（４２．７６） ４０１（４３．２１）

其他 ３４（１０．００） ６３（１０．７３） ９７（１０．４５）

表３　　大学生的性观念及性别差异［狀（％）］

项目
男

（狀＝３４１）

女

（狀＝５８７）

合计

（狀＝９２８）

认同性是人的基本需求 ３７６（６４．０５） ６２５（６７．３５） ２４９（７３．０２）

认同有爱就可以有性 １６４（２７．９４） ３２７（３５．２４） １７３（５０．７３）

认同性幻想、性梦 １７０（２８．９６） ５２８（５６．９０） ２５８（７５．６６）

认同性自慰行为 ２６５（４５．１４） ４８５（５２．２６） ２２０（６４．５２）

认同婚前性行为 １８６（３１．６９） ３５３（３８．０４） １６７（４８．９７）

表４　　大学生性行为现状及性别差异［狀（％）］

项目 狀 有异性性行为 无异性性行为 拒绝回答 有同性性行为 无同性性行为 拒绝回答

总体 ９２８ ７５（８．０８） ７１９（７７．４８） １３４（１４．４４） １４（１．５１） ８２４（８８．７９） ８９（９．５８）

男 ３４１ ５０（１４．６６） ２２２（６５．１０） ６９（２０．２３） ８（２．３５） ２９４（８６．２２） ３９（１１．４４）

女 ５８７ ２５（４．２６） ４９７（８３．６５） ６５（１１．０７） ６（１．０２） ５３０（９０．２９） ５０（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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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性行为中避孕套的使用情况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在发生过性行为的前提下，避孕套的使用率低，４２．７４％的人甚

至从来没有使用过避孕套，２８．２３％的人有时使用，经常使用的

人仅占２９．０３％。女生较男生更少使用避孕套，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
２＝１２．０８，犘＜０．０１）。见表５。

表５　　大学生性行为中避孕套的使用情况及

　　　性别差异［狀（％）］

项目 狀 从不使用 有时使用 经常使用

总体情况１２４ ５３（４２．７４） ３５（２８．２３） ３６（２９．０３）

男 ８２ ２６（３１．７０） ２８（３４．１５） ２８（３４．１５）

女 ４２ ２７（６４．２８） ７（１６．７８） ８（１９．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大学生性知识缺乏，性教育效果差强人意　本研究中调

查了广东省大学生关于避孕、性病、艾滋病预防等知识的了解，

调查显示大学生性知识严重缺乏。虽然稍高于国内的相关研

究［８］，但性知识的知晓率仍然非常低。

学校性教育是大学生性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性知识的缺

乏和性教育的薄弱是分不开的［９］。广东省从中小学开始已经

零星开展性教育课程，高校也相应的开展了健康教育课程，期

间就包含有性教育课程内容。但从结果看，似乎效果不尽人

意。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性是不道德

的，教师羞于和学生谈论性的话题，父母也不知道该如何向孩

子进行性教育（只有７．１１％的大学生表示在家庭中获得了一

定的性教育知识），有些人甚至担心性教育会使青少年过早的

从事性行为［１０］。虽然广东省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但依然深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性教育的开展多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没

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正式教育途径无法满足大学生的性教育需求的时候，大

部分学生选择了从网络获取性知识（６４．２２％），这个结果要高

于陈晓秀等［１１］的研究，可能和广东省大学生更加重视网络的

使用有关。但是，网络是把双刃剑，通过网络一方面可以浏览

性教育信息，但是另一方面，网络中充斥着大量的色情淫秽信

息，通过网络获取的性知识往往难以监控，大学生不具备完全

辨识能力，容易产生误导［１２］。

３．２　大学生性观念总体上趋于理性　广东省大部分大学生都

能正确看待性，认同性是人的基本需求，对于性梦、性幻想、自

慰行为也能够接受。这可能是因为广东省处在改革开放的前

列，接受西方思想较多，受性解放等观念影响的缘故。但是仍

有一部分大学生受传统文化与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女生［１３］，在

自己有这些正常的想法的时候常常觉得有一种犯罪感，极易带

来心理创伤。性幻想、性梦是人的正常性心理反应，自慰行为

也是缓解性压力的一种正常手段，只要不过度，就不会对生活

造成影响。

３．３　大学生性安全保护意识淡薄　调查显示，大学生性行为

有一定的发生率，但避孕套的使用率非常低，尤其是女生，甚至

有６４．２８％从未使用过，使用率显著低于男生。这比陈萍等
［１４］

调查显示的比例要高的多，说明大学生严重缺乏性安全意识。

在本研究的调查中，大学生对于避孕套能够预防性病、艾滋病

知晓率有４４．６１％和６０．９９％，但避孕套的使用率却远低于此。

这说明“知道”不等于“执行”，很多学生在进行性行为时总是抱

有侥幸心理，但这样极易导致感染疾病，产生未婚先孕等严重

后果［１５］，会给自己或者对方造成伤害。女性由于生理特性，一

旦发生未婚先孕的情况，往往会造成心理和生理的巨大伤害，

付出比男性重得多的代价。

３．４　大学生性行为、性观念及性知识的性别差异显著　女大

学生比男大学生同性性行为发生率更低，性观念相对更加传

统，对于性是人的基本需求、性梦、性幻想、自慰行为等观念也

相对比较抵触，更加反对婚前性行为，这与陈敏等［１６］的研究结

论一致。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观念对女性的贞洁看得非常重

要，虽然现在社会对性已经较为宽容，但是女大学生对贞操看

得仍然非常重，惧怕引起社会舆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仍旧不

少人保持着传统、谨慎、保守的观念［１７］。这种观念会导致女大

学生在体验性行为的时候更加谨慎。因此，在性教育中应注意

性别差异，不能一概而论。

综上所述，在广东省的高校大学生性态度等问题中，存在

一定与全国其他省份不一致的地方，也提示在大学生的性教育

过程中要注意区域差异，并关注性别差异，让大学生了解更科

学规范的性知识途径，帮助克服性神秘感、恐惧感、自责感等不

健康的性心理，培养他们的责任感，促进良好的性道德意识的

形成，并进而成为健康人格的一部分，促使他们主动地维护自

己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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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农村孕妇是否参加孕检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回归系数 标准误 犘 犗犚 ９５％犆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２９９９ ０．１９４ ０．１９６ ＞０．０５ １．２１４ ０．８２６～１．７８３

　３０００～４９９９ ０．２３７ ０．２４１ ＞０．０５ １．２６８ ０．７９０～２．０３５

　≥５０００ ０．３９０ ０．３４２ ＞０．０５ １．４７８ ０．７５６～２．８８７

是否计划怀孕 ０．６５８ ０．１５０ ＜０．０５ １．９３２ １．４４０～２．５９２

家人有无建议孕检 ０．２５０ ０．１６３ ＞０．０５ ０．７７８ ０．５６５～１．０７２

个人对孕检的态度 １．９１０ ０．１８５ ＜０．０５ ６．７５０ ４．６９７～９．７００

３　讨　　论

孕检是出生缺陷一级干预的重要途径，其成本低廉，是预

防和控制出生缺陷发展的新方向［４６］。本研究显示，四川省农

村孕检率为３３．２６％，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是否计划怀孕和个

人对孕前检查的态度是影响孕检行为的主要因素，个人的态度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自身的行为，而有计划进行怀孕的人进行孕

前检查的可能性更大，意外怀孕将会丧失孕检的机会。

四川省农村孕妇孕检率较低，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１）农村妇女整体文化程度偏低，出生缺陷一级预防意

识薄弱，相关知识的获取能力较差；（２）农村地区地处偏远，宣

传教育要在农村地区深入落实存在困难；（３）农村地区经济实

力相对薄弱，购买孕检服务的能力较差；（４）调查时免费孕检工

作在四川省尚在逐步铺开，农村孕期妇女对免费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服务知晓度不够高，进行过孕检的孕妇较少。

孕检针对性强、实用性好，免费孕检可惠及农村所有的已

婚待孕群体，是减少全省出生缺陷率的重要措施。四川省是人

口大省，农村人口较多，如能在农村地区落实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工作、大力提倡计划怀孕、增强孕妇出生缺陷预防意识

和参与的主动性，将大幅降低四川省的出生缺陷率。为此，笔

者建议：（１）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可以将孕检作为一项强制

性的政策来贯彻执行，强制性和极高的检查率是减少出生缺陷

的重要保证；（２）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力支持，实行全民的免费孕

检；（３）孕检在各地区广泛铺开，凡有需求的人群均可享受免费

的孕检服务；（４）卫生行政部门、计生机构、医疗机构、民政部门

等高度重视并通力配合，提高针对孕检的监督能力、服务能力

和执行能力；（５）加大宣传教育，通过计生人员下乡入户、进工

地、进企业、进流动人口聚集区等开办讲座，增加其对出生缺陷

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和对孕前检查的了解［７］，卫生计生部门也可

以通过开通语音电话、人工电话热线等，２４ｈ提供服务，接受

群众的咨询、意见和建议，此外还可以开设计生网站或增设相

关的电视节目，宣传免费孕前检查项目和一级干预相关知识，

提高优生优育意识［８］，及时解决他们的疑难问题，从而达到宣

传教育的目的［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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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保健，２０１１，２６（２３）：３５２９．

［５］ 何源莹，朱丽萍．出生缺陷的一级预防［Ｊ］．中国妇幼保

健，２０１０，２５（７）：１００９１０１１．

［６］ 郭玉琪，郝玉娟，孙利环，等．围产儿出生缺陷相关因素分

析［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２（３３）：５３１５５３１８．

［７］ 吴金华．出生缺陷影响因素研究进展［Ｊ］．中国优生与遗

传杂志，２００９，１７（１）：３１．

［８］ 伏广照．降低出生缺陷干预措施的探讨［Ｊ］．山东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１０，３２（４）：２６７２７０．

［９］ 徐华．孕前医学检查对优生优育的影响［Ｊ］．中国初级卫

生保健，２０１０，２４（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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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知识、性观念及性行为调查［Ｊ］．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２０１０，２１（３）：１２０１２２．

［１２］潘丽萍，王秋芬．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性爱观及高校性教育

模式探讨［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１，３２（３）：３４４３４５．

［１３］ＭｏｈａｎＧ，ＤｏｎｔａＢ，ＢｅｅｎａＪ．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ｐｒｅ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ｅｘａｍｏｎｇｒｕｒ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ｙｏｕｔｈｉｎｍａｈａｒａｓｈｔｒａ［Ｊ］．Ｉｎｄｉａ

ｓｅｘｃｕｌｔ，２００７，１１（１）：１１７．

［１４］陈萍，陈俊杰．医学生性相关行为态度的性别差异［Ｊ］．重

庆医学，２０１２，４１（２２）：２２７８２２８０．

［１５］ＦａｒａｈＡ．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ｆｅｓｅｘ

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ｍｏｎｇｓｈｉｒａｚｃｉｔｙｙｏｕｔｈｃａｉｅｔａｌ

［Ｊ］．ＢＭＣ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０，２５（１０）：３７７．

［１６］陈敏，叶运莉，刘娅．某医学院大学生性知识、性观念、性

行为的调查研究［Ｊ］．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１１，１５（６）：

５４６５４７．

［１７］张风琴．当代女大学生的性观念研究［Ｊ］．青年探索，

２００３，２（１）：２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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