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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理论对我国当前青少年性教育的启示

王海平

陕西理工大学 陕西 汉中 723001

摘　要：青少年性过失和性犯罪事件频繁发生，主要与青少年性教育的缺失有关。精神分析理论认为青少年存在性需求，

个体人格的正常发展离不开各阶段性需求的满足。青少年是人生的关键期，也是性心理发展的敏感期，因此，必须重视并

落实青少年性心理健康教育，创建适应我国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的、行之有效的性教育系统。构建青少年性教育	“学校 -

家庭 - 社会三位一体”教育责任制度式，积极引导青少年健康性心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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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性解放思潮在中国的涌动和传统道德束缚的弱化，

“性”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负面的社会问题，最恶劣的当

属青少年性侵事件的发生。2019 年曝光性侵儿童案例 301 起，

受害儿童逾 800 人。2013 年至 2018 年，每年媒体公开报道

的儿童被性侵的案例分别是 125 起、503 起、340 起、433 起、

378 起、317 起，遭遇性侵人数中女童近九成，小学和初中

学龄段儿童受侵害比例最高 [1] 长久以来，“性”在中国一

直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尽管在春秋战国和唐朝时期有过短

暂的性开放，但随着宋代程朱理学的盛行，性禁锢的观念又

日渐根植人心。面对孩子有关性与生殖的发问，中国家长大

多如临大敌，遂选择含糊其辞或转移话题，甚至对孩子加以

斥责、遏制和惩处，殊不知，这是孩子性生理和心理发展的

正常现象，只需及时引导教育即可。

一、性心理理论中的青少年性教育

弗洛伊德曾说：“精神健康的人 , 总是努力的工作及爱

人 , 只要能做到这两件事 , 其它的事就没有什么困难。”作

为人格发展的稳定期，青少年在生殖期的性心理发展与其成

年后的能力水平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此阶段过渡顺利的个

体规避了力比多发展中的危险性，性认识和性道德得以成熟，

可以进行正常的恋爱，等到心理和生理都发展完成以后，便

可以获得较完善的人格，建立家庭以及从事相应的社会工作。

青少年大多处于性心理发展阶段的生殖期，弗洛伊德

将其与潜伏期统称为“后俄狄浦斯”阶段，以性对象的找寻

为主要表现。由于青春期风暴的来临，激素分泌和第二性征

的出现突至，力比多又重新活跃起来，个体的性本能也借由

青春期来全力寻求满足，常以亲属为对象来发泄，幼儿将父

亲或母亲作为性的对象，也是奠定了其在青春期选择对象的

方向，这是一种强烈的“俄狄浦斯情节”[2]。青春期的孩子

如果顺利度过了性器期，就会将这种情感排除于意识之外，

将目标转移到摆脱父母的束缚上，在与父母抗争的过程中发

展自我和超我，当这种摆脱成功后，青少年便成为了社会中

的一员。

顺利度过生殖期的青少年人格基本发展完善，会表现

出明显的生殖型特征，且都可以正常地恋爱，等心理和生理

完全成熟后便可以成家立业以及从事相应的社会工作。再说

力比多在生殖期存在的危险性，在此做两方面分析：先究其

原因：上述提到儿童在青春期的任务是摆脱父母的控制，不

再被动地接受由父母灌输的有关道德、宗教等社会意识，减

少与家庭的接触而更多地投入社会适应。而弗洛伊德在《性

学三论》中提到：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摆脱父母的制约，

他们无法克服或放弃性器期的“乱伦”幻想，不愿撤销那筑

于道德禁忌中的不安全的爱恋。这种情况以女孩为甚：进入

青春期却仍然保留对父母幼儿式依恋的女孩，在婚后却往往

不能尽到妻子的本分，她们往往对丈夫很冷酷，在房事上的

态度也较为冷漠 [3]。这其实就是性欲在性器期被个体无意识

地隐藏从而造成了固着，但随着青春期力比多的再次活跃，

自我原欲又复现了，从精神分析法的临床经验中可以得知，

此类心理症其实是在和自己的血亲恋爱。

我们知道，性冲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遇到外界的

强有力的阻碍而无法达到满足，它就会退回到发展的初期，

也就是 “退行”，通俗来讲就是“逃避”：当个体遇到挫

折又无法应对时，往往会放弃自身掌握的成熟的情感特征和

行为模式，以先前习得的较幼稚的方式来降低焦虑、满足欲

望，最常见的表现方式是哭泣和任性；而当性变态者遇到性

的挫折时，他们则会用幼年满足性欲的方式来获取快感，如

在异性面前暴露自己的生殖器等。研究表明：生殖期表现出

退行的青少年往往过分自我、依赖他人、退缩、多疑、行为

轻率、自控力差或富于攻击性，成年后在恋爱中也表现出较

低的责任感和共情能力。

二、我国当前青少年性教育的现状

（一）性教育观念落后

受民族文化和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影响，当代学生、家

长甚至教育者对性教育的理解尚不全面，大多局限在性生

理、性行为、疾病预防等生物学层面，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生

理卫生课”。近年来，随着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设置，青少

年儿童在性别认同、亲密关系认知、性道德等社会学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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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有所起色，但渗透广度和深度不足。

（二）缺乏系统的性教育内容

义务教育 19 项课程标准并未明确性教育的教学内容和

方式，也未将性教育作为独立学科而设置，学校性教育主要

遵从《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等指导文件，但《纲要》

未能明确提出性教育内容，学校只能借由体育与健康课和心

理健康教育课进行渗透，无法配备专业的师资力量和教材，

导致学校性教育整体松散、内容界定不明确、教育目标不清

晰、教学设置不具体，因此也就很难落实较为系统的性教育。

（三）性教育相关研究薄弱

纵观我国性教育领域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问题：（1）

实证性研究较少且多为定量研究，缺少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和

对社会现象的整体性研究，且对策分析和干预途径缺少纵向

的跟踪调查，前、后测对比不足，可行性存在争议 [5]。（2）

缺少对家庭、学校、社区等多方面干预模式的对比分析，研

究变量单一，且各研究之间的相关性和预测性不高。（3）

对社会弱势群体儿童性教育的聚焦不足，如残障儿童、留守

儿童、心理症儿童等。（4）性教育中敏感话题的争议较大，

如：同性恋、女性婚育权、性自由、婚前性行为等。

三、青少年性教育问题应对之策

（一）促进性教育观念的合理变革

性教育的开展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性保护意识以避免

遭受性侵害，但与传统课程不同，我国性教育始终被不同的

争论围绕。弗洛伊德将吸乳的婴儿看做一切恋爱关系的原

型，认为就算是在性冲动沉寂的潜伏期，儿童也会学习如何

去爱那些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和帮助他们摆脱失望的人，只是

性对象的主、客体发生了变化，实则这种潜抑的欲望仍然是

在延续吸食母乳的原始性感模式。既如此，那么性教育研究

便可以从婴儿口唇期、肛门期，重点是性器期性欲的表现形

式和人格塑造来探究生殖期出现退行的原因，进而找出合理

的干预方法，简言之，就是给予适度的爱，不过分溺爱也不

冷漠无视，积极关注、及时引导，否则会使其过早地性成熟，

形成“口腔期人格”、“肛门排泄 / 滞留型人格”或“恋父

/ 恋母情结”。

（二）制定性教育课程标准

2008 年，我国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

要》，成为了我国性教育的雏形，但一直以来，性教育课程

标准尚未明确设置。纵观我国性教育教材，大多课外读本的

形式发放，由学生自行阅读，或在小范围内的个别省市试行

性，目前尚无可广泛投入使用的、系统规范的性教育教材。

此外，性教育教师队伍和相关工作者也未能规范，加之缺乏

较全面的理论方法指导，教学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因此，我

国应加快制订系统的学校性教育标准或性教育相关的指导

性文件，进一步明确性教育应该达成的教育目标和性教育教

材编写要求，在此基础上，加强性教育教师、教材建设，以

规范学校性教育。

（三）开展全面性教育

2016 年 10 月 25 日，国务院颁发了《健康中国 2030 规

划纲要》，提出构建相关学科教学与教育活动相结合、课堂

教育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经常性宣传教育与集中式宣传教育

相结合的健康教育模式。强化社会综合治理，以青少年为重

点，开展性道德、性健康和性安全宣传教育和干预，加强对

性传播高危行为人群的综合干预，减少意外妊娠和性相关疾

病传播 [8]。将性心理健康教育贯穿到整个学校教育过程：包

括幼儿、青少年和高校性教育，以不同年龄阶段个体身心发

展特征为依据，充分了解、利用教育资源，选择合适的教育

内容，使用灵活的教学方法，以保证教学效果。

（四）开发性心理教育主题，培养青少年超越性心理

品质

性心理健康教育应当是不断创新和实践的，结合学生

不同阶段的情绪和体验，选择灵活的教学方式，进行课程开

发，以培养爱的能力和学习的能力为价值导向，呈现多元化

的、行之有效的性教育课题。建议引导学生以自身身体变化

为学习研究的对象，结合具体时事，借助互联网、数字媒体

等新兴资源对学生扩充性美学、性法律、性权利、性文化、

性伦理方面的教育，尤以近年来的负面性报道为案例，如儿

童性侵、情感纠纷等，先让学生自行分析，再由教师给予指

导，让学生获得性认知和性道德的发展；亦可结合学生可能

出现的性好奇、性冲动以及“牛犊恋”现象，以案例分析或

情景模拟的方式教育学生学会意志调节和情绪控制，培养其

理性能力以及升华、幽默等心理品质；影视文学和历史文化

也是性文化课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如《京华烟云》中姚木兰

和曾荪亚成长过程中的情感变化就是很好的性教育素材。此

外，欧洲从神学禁锢到文艺复兴，再到性解放运动，中国从

盛唐的性开放到宋朝的性禁闭，都能很好地阐释性文化的发

展历程，此类教育课题在渗透性教育的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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