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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性教育认识调研——以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广州校区为例

张嘉芯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广东广州  510520

【摘要】当代大学生作为高素质人才，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知识，但与此同时，对于部分生活中的需求，而如

今在国内，社会对性这一话题偏向禁忌，大学生又是将进入社会的新一代成年人，大多数大学生对于性则通过网络

资源或自己探寻的经验来摸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生了非科学性的认识，个人对性观念的态度就会发生很大的

转变，身体的修养习惯就会发生变化，出现不正确的性行为。对此我们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对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广

州校区的学生关于性教育的认识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查。通过对性的基本态度、了解程度、获取信息途径、关于性疾

病的认识以及父母与学校在这领域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行调查后发现，绝大多数对性教育持有积极正确的态度，大

致了解性教育，但在父母学校教育这一块有所欠缺。这就需要敲醒高校及家长对性教育的警钟。

【关键词】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广州校区；性教育的认识；大学生

一、调研的背景
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之木，从目前我国大学生的性

道德现状和性健康教育分析来看，对大学生进行性健康

教育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学生个体身心的健康发展、

校园文明环境的建设、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都需

要进行性健康教育。重视和加强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是

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调研的目的及意义
通过对广州校区的同学们对性教育进行认识，了解

我校对于性知识的普及程度。性教育是爱的教育，要加

强对学生的性教育普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是社会和教

育部门要为学生提供性文化中最肯定、最美好、最高尚

的东西，真正为学生全面健康终身幸福做好基础底蕴。

三、调研的对象
本次调研的对象是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广州校区学生

以及部分身边同龄的外校大学生。

四、调研的方式
我们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法针对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广

州校区的学生进行调查。问卷回收后，对问卷上反映的

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五、调研结果与分析
在本次填写问卷调查的 220 人中男生人数为 84

人，占总人数的 38.18%，女生人数为 136，占总人数的

61.82%。这说明在大学生中女生对性教育的兴趣比男生

的高，也更为了解。侧面反映了大学男生对性教育的不

重视以及不正确认识。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逐渐认识到性教育对我们

的重要性，尤其在刚成年时，因为在刚成为成年人时，

对性的好奇心是最强的。所以在本次调查的 220 人里有

124 人是大二学生，占总数的 56.36%。其次是大一学生

占 28.18%，人数为 62 人。而大三和大四的学生偏少，

分别为 27 人和 7 人，占总人数的 12.27% 和 3.18%。

（一）对性的了解以及性知识的获得方式

在“你对‘性’的基本态度或认识是什么？”这一

问题中，有 206 人选择了这只是人类的一种行为，很正

常，占总人数的 93.64%。有 7 人选择选择了认为好奇，

觉得不可思议，占总人数的 3.18%。有 4 人选择了没有

兴趣，占总人数的 1.82%。有 3 人选择了非常排斥，觉

得恶心，占 1.36%。这说明大部分人对“性”有着基本

的正确态度或者认识。性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性健

康直接影响人们的生理健康和社会幸福感。性教育为年

轻人提供相关信息、技巧、积极价值观，从而使他们了

解、享受性；拥有安全的恋爱以及学会承担自己与他人

的性健康与幸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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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会主动了解有关‘性’方面的认识吗？”

这一问题中，有 143 人选择了非常了解，占总人数的

65%。有 68 人选择了被动了解，占总人数的 30.91%。

有 9 人选择了从来不会，占总人数的 4.09%。这说明大

多数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会通过不同的途径去了解

有关“性”方面的知识。性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话题，人

类的各种发展都离不开性，性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

统一体，性既要受人类自然发展的支配，还要受社会发

展的制约，避免所有的性苦恼和性失误的学习是无法避

免的。

在“对性的知识了解程度如何？”这个问题中，有

22.27% 的调查者对此非常了解，有 73.64% 的调查者对

此大致了解，有 4.09% 的调查者对此完全不了解。可以

说基本上大学生都对此性教育有一定的了解。  

在“第一次接触性知识是在几岁？”中，参与问

卷的 220 人有 21 人是在 5-10 岁之间，而有 135 人是在

10-15 岁，59 人是在 15-20 岁，仅仅 5 人在 20-25 岁之

间，数据看来超过半数的在 10-15 岁已经接触性知识了，

仅仅少数人在 20-25 岁才接触性知识。

性教育的目的是使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获得对性

生理，心理和感情所必需的知识。要求个人对性发展中

的各种现象（包括自己和他人）采取客观理解的态度，

消除个人对性发展和性行为中的焦虑和公布等多种不良

情绪。当代大学生要通过自己获取知识的各种方式中促

进自身的身心健康，还要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与处理男

女两性关系及其相关的道德与法律；增进自我、集体、

社会责任感，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人建立和谐的婚姻

关系和科学文明的性生活；坚决抵制对人们身心健康的

毒害的色情产物、色情作品甚至是违法娼妓；促进社会

精神文明，普及优生、优育知识，促进人口素质在性文

化上的提高。

（二）性教育的普及情况

在“ 性 知 识 的 主 要 获 得 途 径” 这 个 问 题 中， 有

46.36% 的调查者是从学校中认识的，有 14.09% 的调查

者是从父母认识的，有 60.45% 是从同学之间认识的，

有 45.45% 的调查者是从书籍杂志中认识的，有 76.36%

的调查者是从网络中认识的，有 27.73% 的调查者是从

一些不明的片段认识的，有 1.82% 的调查者是从其他途

径认识的。可以看出，网络在这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信息时代的到来，一方面使我们今天的教育面临严重挑

战；另一方面也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在“你认为谁应该承担主要的性教育责任？”这个

问题中，有 31.82% 的调查者认为是学校，有 39.55% 的

调查者认为是家长，有 4.09% 的调查者认为是社团，有

24.55% 的调查者认为是自己。[2] 笔者个人认为对未成年

的性教育应该是家庭、学校、社会多方的责任，但主要

还是应该学校承担。开展性教育离不开家庭，离不开学

校，离不开社会。学校的性教育是带普遍性的，对适龄

少年儿童的教育是不可缺少的。家庭性教育更为必要。

它能解决特殊问题，子女的理解度大都超过别人。由于

父母可以对子女的性格特点和发展程度进行个别的回

答，因此对这种一对一的性教育更有利。

在问题“父母是否教授性知识？”中，参与问卷的

220 人，有 156 人是父母没有教授过性知识的，有超过

七成的人是没有接受过家庭的性教育的。在笔者看来，

接触性教育应该以家庭为基础。家庭是子女成长的地方。

父母应该从小就适当地灌输性知识。但很多家长都是谈

性变色，从而导致了性教育的缺失。然而，缺乏性教育

会使孩子误入歧途。因为孩子的分辨能力有限，社会上

现存的情色、色情、暴力作品充斥着孩子们的感官和思

想，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造成认识上的偏差，最终导

致发生沉痛的社会问题。

在问题“你认为你现在对哪些性知识有足够的了

解？”中，168 人选择了两性器官的构造，185 人选择

了性病、艾滋病的预防，164 人选择了性道德，157 人

选择了性健康，59 人选了性技巧，相对其他选项，性

技巧是比较少人了解的，数据看来对于性病以及预防，

大学生是最为了解的一个事情，也有得益于各方面的宣

传教育，但性知识的普及以及教育远未到百分百，所以

性教育从小做起是势在必行。

“你觉得你曾经接受过的学校的性教育怎么样？”，

220 人中有 66.36% 的人选择了不够重视，流于形式。

22.73% 的人选择了完全没有。只有 10.91% 的人选择了

很好。这相当于半数以上的学生是明明可以接触，但是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理念去完善对性的教育。

中国式理念教育让很多人都对“性”这个字只字不

提。特别是上一辈家长们对其更加隐晦。其实性教育最

佳的场所是在家庭。因为性的问题很隐秘，个性化很强，

孩子第一时间表现出对性的好奇多半在家里。但是有与

中国的家长在学校里几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的性

知识教育，所以这个教育重担必然落在学校教师身上，

只有学校的性较于才能让孩子的性教育权利实现。[3]

在“学校需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中，

有 57.73% 的学生选择了领导作用，开设相应课程。这

也是占大部分的想法，既然家里不满足对其的教育知

识。能够更加正规的学习，最好还是由学校教师教导。

而 18.64% 选择了倡导以家庭教育为主，辅之即可，

16.82% 的人选择了需要传授专业知识，自习教育，仅

6.82% 的人选择了讲解即可不必过细。学校教育我们不

仅如何学习课本的知识，还得学习人性。人性教育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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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重培育“什么人”，又注重培育“人的什么”的

教育不是教语的新品种新概念。[4] 而是教育的题内之意，

是教育被放逐但又必然回归的深层次本质。

正视性即是正视人性，尊重人性的体现。[5] 当代著

名心理学家马洛斯的需要层次论认为，尊重是人的一种

高层次需求，尊重的需求实在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

归属的需求和爱的需求得到满足后的一种需求，比尊重

更高一层的是自我实现的需求。而最高的需求是满足心

理的健康需求，即对性的求知欲。

（三）对性知识的积极性

“你最希望了解哪方面的性知识？”问题中有

49.55% 的人选择了性心理，22.27% 的人选择了性行为，

15.91% 的人选择了避孕知识，12.27% 的人选择了生育

方面的知识。对于大学生而言，也许自我实现的需求是

次要的，成熟的心里以及更清晰的性知识才能让我们的

心理更健康。

加强对大学生的性教育知识，无伦是对其自身或社

会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性”的

启发与教育对于今日文明的意义，比任何时代的都大 [6]。

我国在很多条令条例中一再强调性教育的重要性并倡导

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但效果并不好，研究表明，我国

大学生的性知识极为欠缺，性知识结构也不合理，这是

和他们获取的途径有关。[7]

在面对大学生调查问卷中“你认为我国性教育存在

的问题？”这一问题，大多人都认为对性知识的了解渠

道少，获取的难度大，学校不重视，老师和家长也把这

些当成“雷区”，唯恐避之不及，就算讲解过，也会由

于他们的性教育知识和观念不正确，比较落后，以至于

对学生的性教育不够正确和完善。同时另一方面，还因

为国家政策不足，科普形式不够，很少能普及到真正缺

乏性知识教育的人群中。

在性知识掌握方面，大多数大学生常识性性知识掌

握较好，概念性性知识掌握较差。在性观念方面，多数

大学生较开放，在恋爱观上产生矛盾和混乱，但对婚前

性行为比较慎重，并对于同性异性观念模糊。在性行为

方面，多数大学生符合社会规范，但也有个别有一夜情

或多个性伙伴等不良行为。所以倡导在性教育方面，各

个大学要做好相应的举措。[8] 在大学面临的是一个全新

的环境，在学习生活和人际交往方面都面临着心理问题。[9]

（四）对性病、性传染病的了解程度

对于大学生“是否了解性病和艾滋病的危害”一问

中，共有 218 人有效回答，其中 19.27% 的人表示非常

了解，43.58% 的人表示比较了解，31.65 的人表示一般，

4.95% 的人表示不理解，剩下 0.92% 表示完全不了解。

为此我们特别还征集了“如果学校开展性教育知识相关

的课程或者讲座，你是否有参与的意愿并参与？”90%

以上的大学生都认为有意愿并且愿意参与。由此可见，

对大学生性教育知识的普及已经迫在眉睫。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只对艾滋、梅

毒、淋病和生殖器疱疹略有了解，剩下的性传染病几乎

不了解，同时对于性生活的注意措施也是一头雾水。清

华大学生理心理学的陈教授曾说过，在当代背景的中国，

性知识的教育就像一块遮羞布，你越是要遮掩，青少年

越好奇，反而更容易在毫无观念的状态下踏错路。所以

说在对于这一方面，我们要学习一些西方国家，将态度

纠正，对于性知识的教育保持积极的观念。这才能从根

本上解决现状。

六、归纳与总结
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科学的和健康的性教育是当

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大学生的

迫切要求。

大学生应该要坦然面对和接受“性”，从而培养健

康的人格。对于性的学习也是对自身人格的一次完成。

性不仅仅决定于生物本能，一个人对性的态度，往往也

反映了一个人人格的成熟程度。性其实是人格的一面镜

子。性别角色意识是一个人社会化成熟与否的重要体现，

性别角色意识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我们当代社会

的大学生应当在生物生理、社会心理和文化、经济、社

会参与以及政治等方面，进行合乎科学、合乎道德、合

乎时代要求的全面的角色认同。人常常不是因为美丽才

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在青少年进入青春期后，

由于生理机能的发育，心理也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青

少年应当感受并接受身体和生理上的变化，正确适当的

调节，无须刻意的回避与忍受。这样心理才不会感到羞

耻从而造成负担，正确对待性，培养健康的人格。

家庭型性教育要加强，学校型性教育要重视，法国

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说过：“每一个研究人类灾难

史的人可以确信，世界大部分不幸来自无知。”社会各

个方面要通过不同途径与各种渠道，加强性知识教育，

传授科学的性知识，培养一个大学生一个成年人的性道

德素质。其次，最方便培养大学生性文明的摇篮是家庭，

父母其实是性教育的第一老师，但是我国许许多多的父

母都没有将这一问题重视起来，作为父母大家都应坦率

地面对和处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各种性知识问题以及

其他问题，还要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随着孩子不断

长大，不断成长到性生理、性心理上的成熟，作为父母

要积极主动和他们探讨他们好奇的、不明确的、有关性

的问题，教他们正确的性价值观。同时，社会也应对家

长及孩子开展性教育培训以及相关知识的宣传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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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学生接受科学性知识形成性道德的重要途

径，各大高校学校应把性健康教育分享课列入必修课程

计划，开设专业的性健康教育课程，使大学生能掌握科

学的、准确的、正确的性知识，从而可以树立正确的、

合理的性观念，并养成良好的性道德。学校应加强相关

师资队伍的建设，开展专门的教室，保护学生隐私，为

有困惑、有关恋爱方面、性方面问题的学生提供正确心

理辅导，为同学及时提供有效的帮助。有了家长与学校

的同向帮助，定能更好地帮助孩子健康的成长。

社会要大力加强报刊、网络、科教节目等各种宣传

媒体规范管理，传播普及科学正确的性知识，促进我国

形成一个性伦理教育良好的社会氛围。可以加强人民群

众对性知识的教育，让各社区开展与性教育有关的活动，

逐步改变社会对性文化的看法，逐步营造社会对性文化

的氛围。让每一个孩子正确了解自身成长变化，学习性

相关知识，为我国培养更多健康人格、全面发展的优质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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