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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当代大学生性教育社会实践的探索
陈　倩　刘永宾　续泽浩　申文元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青岛　266590）

【摘　要】近年来，由于时代的快速发展，当代大学生的性健康教育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当代大学生进行性教育问题社会实

践的探索，对于提高社会性素质、弘扬社会性文明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现状，本文将对当代大学生性教育问题的发展情

况及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且对其解决办法进行了探索，目的是促使大学生能够科学地认识性问题并理性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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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逐步发生变化，

人生观、价值观、消费观等。其中，我们通过查阅资料发现，

教育问题也备受关注。谈及教育，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

育，人们往往忽视了性教育这一内容，每当提及大学生的教育

问题时，人们总是关注高考等一系列的应试教育。对于懵懂时

期的青少年来说，性是冲动且难以控制的。当代大学生处于改

革开放的新时代，一直以来被传统观念禁锢着的性需求开始与

保守的性道德产生冲突，导致大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变得减弱。

近年来，一些性犯罪现象的出现，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通过大量的实践调查与查阅资料，我们发现当代大学生的性心

理障碍疾病较以前相比发生率有明显的提高，由此而带来的休

学或犯罪现象令人十分担忧。

性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导人们科学地认

识性知识的必要过程。大学生作为社会中文化程度较高的人

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社会的发展趋势。所以，高素质

人才的培养必然要重视大学生人群，转变思想，更新观念，

使其心理与道德共同提升。对大学生进行适度、适量的性健

康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现代化的自我生活能力以及塑造

完美的自我形象。

一、性教育问题的必要性

（一）开放性时代的到来

自 21 世纪以来，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国外的

消极思想观念逐步渗入，大学生由于自身三观的建立不够成熟，

容易受到外来思想的动摇，导致性道德观念受到削弱。除此之外，

大学生被传统观念所压抑着的性需求与固守性道德之间的强烈

的冲突，也会削弱自我监督和约束能力。

（二）有助于塑造良好的人格

我们可以认为性是生命的来源，性别的差异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应该有性别认同感，对性的误解将直接影响价值观的建立。

怎样正确认识和看待性问题与人们的思想发展及生活息息相关。

性教育体系有利于大学生树立良好的性态度，建立高尚的心理，

帮助造就健全的自我约束体系。性健康教育作为素质教育，能

够消除大学生对于性方面的好奇和误区。同时，性教育也是一

种人生教育，引导大学生塑造良好的人格，产生社会及道德规

范所能接受的态度和行为。

（三）有利于预防性疾病的传播

近年来，性疾病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蔓延，这一问题也引起

人们的广泛关注。不卫生，不科学的性行为将会提高性疾病的

传播率，而不能正确地认识性问题，将会导致性心理疾病的产

生。因此，适当的性教育可以有效地预防性疾病的发生。同时，

性健康教育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可以将大学生由于性行

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危害降到最低。

二、性教育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家庭传统观念的影响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许多中国家庭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谈及性问题总会逃避，甚至有种羞耻感，这一现象将导致人们

在刚开始接触性问题就保持一种好奇又畏惧的斗争心理。很多

家长在家庭教育这一部分又十分避讳性健康教育，他们不知如

何开口和孩子们交流这一话题，在面对孩子的疑惑时，更多的

是选择搪塞或斥责。由此看出，大学生在成长的道路中就已经

存在性教育的缺失。

（二）学校性教育缺失

据统计发现，我国高校普遍存在忽视大学生性教育的现象。

由于各类高校不能全面认识性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导致学校的

性教育出现短板和空白。虽然有部分高校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但由于教育力度不足，未能取到良好的效果。

（三）社会开放性媒介的传播

大学生正处于脱离家庭与社会接轨的阶段，各方面都存在

许多的不稳定性，这就需要我们拥有自主判断能力。互联网时

代的开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大量外媒信息

的涌入，使青年无所适从。

三、解决措施

（一）转变传统的性观念

传统思想观念的转变在性教育中起着确定性作用。必须加

强家长和老师们的性健康教育，让他们能够科学地认识这一内

容，意识到性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家庭教育对学生的学习

成长有着耳濡目染的作用，家长的教育观念会直接影响儿女，

因此家长须重视自身教育，为子女树立正确的榜样，然后正确

引导子女，积极配合学校性教育工作的开展。当子女遇到性问

题时，要及时地疏导他们，避免不良行为的发生，这样才能促

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学校应当成为展开性教育的主渠道

大学时期，人们的的性生理和性心理发育并不成熟。为此，

学校应该开展性健康有关的主题教育，正确引导大学生看待性

问题。学校是学生接受教育的主阵地，大一时应安排性教育的

相关课程，尽早树立正确的、科学的性观念。学校需要成立专

门的性教育课题调研组，培养专业的老师，完善该课题的工作

机制，促使性教育专业化。

（三）完善性教育传播渠道

传播渠道主要分为线下和线上两个方面。线下要避免性教

育方式的单一化，高校应当开设相关的必修或者选修课程，同

时开展专门的学术讲座，也可以适度进行宣讲活动，多方面进

行性教育。线上要加强对于各期刊以及网络文章的监管力度，

防止错误的引导。可以创立性健康教育网站，为大学生提供便

捷的网上咨询服务。利用好现代互联网的影响力，宣扬正确的、

科学的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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