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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普通高中性教育现状及教育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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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长安区第十二中学  710115） 

 
摘要：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影响，性教育在我国一直被视为“禁区”。受
不良信息的影响，青少年早恋、堕胎、性犯罪的比例不断上升，因为性
困惑而导致的性心理疾病也日益增多。在教育研究领域，中小学的性教
育问题也是教育者们不断争议的热点和难点。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
农村普通高中学生、一线教师、家长对青春期性教育的态度、分析了现
阶段农村普通高中性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开展青春期性教
育的对策和建议。一是学校要重视对学生进行性教育。二是开设家长学
校，引导家长正确看待青春期性教育，提高家长的性教育水平，引导家
长在家庭教育中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性教育。三是通过多种媒体，向青
少年提供科学的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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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外性教育研究现状 
国外的性教育发展早起步较快并有独立的构思，美国是 早

提倡性教育的国家之一，其学生性健康教育有两种模式：性安全
教育和性纯洁教育[1]。日本性教育主要采用“性指导”和“性学
习”方式，强调性约束和性道德，各年级阶段均编写性教育课程
教材。瑞典开展性教育也较早，其中学生性教育内容除了包含生
理学知识外，还包括恋爱与友谊、性别和两性平等、自信等心理
课程[2]。 

国外对性教育研究主要是从性教育的目标、性教育的内容、
性教育的模式与方法方面进行。 

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表现如下：定量研
究发现多以描述性为主，缺乏深入的影响因素分析的相关文章[3]，
在定量研究中干预评估类论文非常缺失，质性研究缺失，缺乏对
于性教育者的困境的关注。 

总的来说：我国在性教育方面较为欠缺，家庭、学校谈性讳
莫如深。家庭是孩子接受性教育的第一所学校，但是大部分父母
谈性色变，很少向孩子提及有关性方面的内容，甚至一旦孩子提
及有关性的问题，就支支吾吾，更甚者坚决不准孩子讨论此类话
题，因为在他们看来，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懂得
这些事，认为没有必要对孩子进行性教育。从教育层面来讲，目
前我国教育部还没有专门针对学生性教育的教学大纲和统一的
教材。从学校对学生的性教育操作层面来讲，基本上是提倡的多
但实施的少。 

2.青春期性教育概念界定 
青春期性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青春期性教育就是

指对青少年进行性知识教育。广义的青春期性教育不仅要向青少
年传授性生理、性心理的知识，对青少年进行有关性科学的教育，
还要对青少年进行性道德、性法律、性文明的教育[4]。 

本研究中青春期性教育定义如下：青春期性教育是向青少年
传授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性法律、性文明等知识，帮助青
春期个体正确认识和适应青春期身心的急剧变化，掌握调控自己
的情绪，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自我概念，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
的意志品质，以保证青春期个体的性健康[5]。 

3.农村普通高中性教育现状调查 
采用自编《农村高中生青春期性教育状况调查问卷》调查学

生、家长、教师群体对性知识的了解、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性
教育内容的看法以及对性教育的难点和对学校性教育的建议等
几个方面进行调查。 

调查对象：西安市长安区第十二中教师、学生及学生家长，
其中：以整群取样的方式向长安十二中学生发放问卷，获得有效
问卷 491 份，学生 小年龄 14 岁，平均年龄 16.3 岁。以整群取
样的方式向长安十二中教职工发放问卷，获得有效问卷 59 份，
被试平均年龄 39.9 岁。利用学校举行家长会的时机以整群取样
的方式向高一年级发放问卷，获得有效问卷 102 份，被试 大年
龄 71 岁， 小年龄 21 岁，平均年龄 41.8 岁。 

调查结果：（1）高中生有接受性教育的愿望，但高中生性生
理知识、性心理知识掌握的不够充分，对性病症状、传播途径掌
握的不充分。（2）高中生对婚前性行为的接受度较为开放但是低
估了婚前性行为的后果。（3）家庭和学校教育对学生进行的性教

育太少，高中生迫切需要学校层面的青春期性教育。（4）绝大多
数家长关心孩子的身心发展、关注孩子的需求，能主动对孩子进
行相关性教育，但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有超过一半的家长不能
有效地对孩子性教育。（5）一线教师能意识到性教育的重要性但
他们对学校开展的性教育情况了解甚少，他们认为很有必要对高
中生开展相关性教育，认为可以从学科渗透、家校合作、开设专
门课程对学生进行辅导开展青春期性教育。 

4.青春期性教育对策研究 
（1）开设青春期性教育课程 
课堂教学是教育的主阵地，专业教师的引导有助于学生获得

科学的性知识和性价值观。本研究课堂教学主要采用讲授法、案
例分析法、讨论法等进行教学，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努力营造师生之间民主平等的关系，相互学习、共同学习，使师
生能量聚集，能力和潜力均得到培养及发挥。课堂教学的主要内
容除了性相关知识的传授外，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性价值观的引
导也是必不可少的。 

（2）主题班会 
主题班会因为创设了安全的氛围，所以学生在班会中更能畅

所欲言，积极表达。同时在班会中学生之间的探讨交流能有效提
高学生对某一方面知识的认识，加深学生对于某一方面知识的理
解增，同时也能进师生间的了解，能发挥共情的作用解决相关问
题，促进班级的和谐。本课题在实践中选择恰当的性教育主题，
组织全校各班同学共同讨论和交流。 

（3）活动宣传 
为了促进学生对艾滋病、性病的认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了

解，我校邀请沣西新城马王中心卫生院向我校学生普及艾滋病防
治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 

（4）邀请专家进行主题讲座 
为了加深学生对性心理、性健康、性道德、性文明、性法律

法规等方面的认识，学校专门聘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为全校学
生开展了《护航青春关爱成长——高中生性教育主题讲座》。 

（5）撰写《青春期异性交往指导手册》 
为了更好促进学校青春期性教育发展，课题组成员结合学校

实际情况编写了《青春期异性交往指导手册》校本教材，并向学
生发放进行宣讲。 

5.结论 
（1）对于学校来说要转变观念、积极推进、落实青春期性

教育课程。要探究多种多样的教育方式如主题班会、主题讲座、
心理咨询等方式构建校本特色的性教育课程。 

（2）要积极开设家长学校，跟家长进行充分的沟通和联系。
可以通过家长会、班级微信群，建立家长学校，邀请性教育专家
为家长开展专题讲座，对家长宣传性教育的意义，取得家长的支
持和理解，同时，指导家长，配合学校，对孩子进行更具针对性
的个别性教育，作为学校集体性教育的补充。 

（3）积极联系社区医院、社会公益组织和相关部门对学生
进行正面正确的性知识、性法律法规的宣讲。构建学校--家庭--
社会三位一体的性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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