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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研究 
喻生华 1  邓丽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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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性健康教育的普及程度，是一个国家文明发展水平的评价之一。加强大学生性健康教育问题已刻不容缓，建构“正八面
体”协同立体育人机制，协调联动，齐抓共管，综合施教，广泛参与，开启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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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健康教育的普及程度，是一个国家文明发展水平的评价

之一。目前，我国性健康教育发展比较缓慢，起步晚，发展曲
折，性教育长期受“无师自通论”、“诱发错误论”、“问题发生
论”等陈旧意识观念的困扰，以至影响到性健康教育教材“放
不开、将不透、没人看”等现象。综上所述，加强大学生性健
康教育问题已刻不容缓，建构“正八面体”协同立体育人机制，
协调联动，齐抓共管，综合施教，广泛参与，开启大学生性健
康教育新时代。 

一、掌握性教育内容，有的放矢 
纵观国内外关于性健康教育相关内容研究，大学生性健康

教育主要内容包括四大块，性生理卫生、性心理健康、性道德
教育、性社会适应。 

（一）性生理卫生。指个体对自身生理的认识和卫生及保
健。 

（二）性心理健康。指个体具有正常的性欲望，有正确的
性知识，性观念，性生活技能等。【1】 

（三）性道德教育。性道德是指调整人类两性性行为的社
会规范的总和。 

（四）性社会适应。指个人与环境取得和谐性关系的适应
过程。 

综上所述，对大学生开展性健康教育应坚持以性生理知识
为起点，性心理指导为特点，性道德教育为重点，性社会适应
为支点，构建“四点”性教育内容新体系。 

二、把握性教育原则，因材施教 
（一）“三适”原则。 
根据个体性别、年龄、经历成长环境的不同，适时、适量、

适度开展性健康教育。即性教育应男女有别，长幼有别，依不
同年龄阶段，适时进行有关性知识的教育。 

（二）点面原则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应遵循个性与共性相结合的原则，对个

案实施个性化辅导，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对群体开展专题共
性辅导，正确处理好个性与共性关系，做到点面结合。 

（三）防治原则 
由于大学生对性科学知识的匮乏，性保护措施的缺失，导

致意外怀孕，人流伤身的事件时有发生，做好大学生性健康教
育的预防就显得尤为重要，坚持对大学生开展性健康教育知识
讲座，专题教育，个性辅导，预防为主与治疗为辅相结合。 

（四）同步原则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是一个涉及家庭、学校和全社会的教育

系统工程，对受教育者进行有关性生理科学知识、性心理健康
教育、性道德法制规范、性社会适应能力培养的再社会化过程。
家庭性教育应保持以学校性教育的科学知识，理念，方法同步，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性观念、性心理、性道德。 

三、协同性教育平台，凝心聚力 
性教育工作是一个终身化、系统化、复杂化的重大教育工

程，需要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等各界力量的参与和实践。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是该重大教育工程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构
建新时代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正八面体”协同育人机制，凝心
聚力，服务好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与发展。 

（一）政府为统领，定方向 
关于重视大学生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我国政府已出台相

关性健康教育类文件，虽高度重视，但实效不大。目前，我国
已进入教育新时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以学生为本，想学生所想，急学生所需，制定“新时代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专题指导纲要”相关文件，坚持立德树人，
充分发挥政府领导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
实。 

（二）学校为主导，明内容 
学校是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主阵地，系统理论科学性知识

的传播者。根据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教育教学科学规律，通
过性教育必修课，专家讲座，融合教育，群体专题辅导，个案
心理咨询等多种路径，传播科学性健康教育理论知识，杜绝校
园性侵案件发生。 

（三）家庭为核心，做保障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重要场所，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关于孩

子的性健康教育，家长应以身实教，倾心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四）朋辈为抓手，显互助 
由于青春期性激素的暴涨，大学生在生理、心理、情感等

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在身体发育成长成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更容易在同龄同伴中吐露与交流经验，引起共鸣，形成好友闺
蜜，互帮互助。 

（五）社会为基础，提动力 
社会教育是学校和家庭教育对社会成员特别是大学生所进

行教育的延伸和发展。积极引导社会教育组织机构开展形式多
样的性健康教育活动，有利于大学生养成良好的性道德行为习
惯，提高大学生性自我保护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有利于大学
生平安度过青春期的“危险期”。 

综上所述，建构新时代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正八面体”协
同育人机制，形成一个以性教育 O 为中心，以政府 P 为统领，
以学生 Q 为目标，以学校 A 为主导，家庭 B 为核心，社会 C 为
基础，朋辈 D 为抓手形成平面合力的协同立体育人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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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望性教育前沿，接力筑巢 

有人曾说，在中国大陆，如果没有日本的 AV，那么中国性

教育将是一片空白。据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大学生有 48%的人

发生过性关系，32.2%人通过网络（文艺，影视，漫画，资讯等）

获取性知识，24.4%的人通过色情光盘，9%的人则是通过老师

学校和家长传授。由此可见，我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缺

乏，青春期性教育引导有待加强。早在 1963 年，周恩来总理曾

指出：“一定要把青春期的性卫生知识交给男女大学生，让他们

能用科学的知识来维护自己的健康，促进正常发育”。日本某学

者指出：“大学生时期是性意识、性成熟、性行为激烈而迅速的

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如不加强性教育，不仅会影响良好的

社会风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还会影响美满的家庭中异性关系

的建立。[2] 

目前，我国性教育工作的开展同样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呼

声响亮，但收效甚微，可谓是步履艰辛，任重道远。大学生性

健康教育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学生等广泛参与，齐

抓共管，各司其职，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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