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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少年性教育 30 年：进展及前瞻 

——基于 1992-2022 年的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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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性教育越发引起社会关注，成为当前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选取 1992-2022 年中国知网中文核心期刊数

据库为数据来源，使用 CiteSpace 与 VOSviewer 软件对所选取的 501 篇文献进行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总结文献出版量、核心作者、关键

词等特征，以揭示我国性教育学术领域的演化路径、研究热点、发展趋势，为未来性教育研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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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随着时代发展，我国民众的性观念不断发展，性教育不断引起

社会关注，性教育研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201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

（修订版）》（以下简称《纲要》）中将性教育理解为“全面性教育”，

认为其是基于课程，探讨性的认知、情感、身体和社会层面的意义

的教学过程 i。《纲要》指出性教育不仅是关于生殖、风险和疾病等

性生理的教育，更包括性心理和性道德的教育，还包括对亲密关系

的认识、性别角色、亲密关系等观念与技能的教育。 

近 30 年来，我国对于性教育的认识与研究持续发展，为对我

国性教育学术领域的研究进程和发展趋势进行探索，本文运用文献

计量与可视化分析，得到本领域的主要信息和典型范例。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布拉德福的文献离散理论认为，“大多数关键文献通常都会集

中发表于少数核心期刊”[ii]。为提高数据有效程度，本研究以中国

知网中文核心期刊为数据来源，限定主题与时期，检索共得 4362

篇文献条目，限定条件如表 1 所示。 

表 3 文献数据检索限定条件 

 
由于筛选文献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色彩，本研究是作

为对一定范围的文献进行的描述与分析，经过多轮筛选，最终选取

501 篇文献作为样本。 

（二）研究思路 

图 1 显示了玛斯卡恩哈斯等人提出的研究方案[iii]。按此方案，

对所选文献的题名、作者、发表年份等关键信息进行整理并导出，

利用文献计量分析软件 CiteSpace 与 VOSviewer 对作者、机构、关键

词等要素进行分析，挖掘现有信息间的内在关联，展现知识领域的

结构、进化、合作等关系，揭示我国性教育学术领域的演化路径、

研究热点、发展趋势。 

 
图 8 Mascarenhas 等人（2018）提出的研究方案 

三、研究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性教育相关文献计量分析 

1.1 1.性教育相关文献的年度出版分析 

文献年度出版数量反映出特定学术领域在特定年份的受关注

程度与研究水平。我国性教育相关文献的出版年份如图 2 所示。 

 
图 9 性教育相关文献年度出版量 

从图 2 可知该领域出版文章的总量和增长情况：第一，在出版

量的整体趋势上，从趋势线可看出，年发文量一波三折，21 世纪前

发文较少，2004-2013 年进入顶峰时期，2019 年至今呈上升趋势，

这表明我国性教育这一领域的关注度受时代影响很大；第二，进入

21 世纪以来，性教育这一领域的发文量稳定在 5 篇以上，说明学界

对该主题的关注未曾间断。 

本研究结合相关文献，认为变换的原因可能有：（1）21 世纪前，

国家政策文件中多将性教育包含在青春期教育中，并未直接提出性

教育，且此时期我国国民思想较为保守，研究者对于性教育关注有

限。（2）21 世纪初，我国性教育政策越发完善，青少年的性安全、

性权利等受到的重视越来越高，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人们的思

想逐渐开放，这也将性教育这一话题推向更多研究者的视野中。（3）

2020 年“性教育”首次被正式写入法律条文之中，性教育引发更多

研究者的关注。 

1.2 2.性教育相关文献被引量分析 

被引量是衡量论文引文影响力的指标。本研究选取的 501 篇文

献共被引用 5874 次，其中 228 篇被引用 5 次及以下，188 篇被引用

6-20 次，85 篇被引用 20 次以上。可见，有近一半的文献被引量小

于等于 5，文章的影响力较低，存在一定学术浪费现象。同时，高

引用量的文献数量较少，且多因发表时间较长导致引用量高，反映

出我国性教育领域研究成果相对单调。 

表 4 性教育领域被引次数最高的 10 篇文献 

 
表 2 展示了该领域被引量前 10 的文献。其中，排名第 1、5、8、

9、10 的五篇文献侧重于对大学生与青少年的性教育现状及需求进

行调研，如江剑平等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抽取福建师范大学 900 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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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分析大学生性行为和性态度现状 iv。引用

这些文献主要是对我国学生性知识等的历史程度进行回顾，阐释进

行性教育的必要性。排名第 2 的文献侧重于性别角色教育的理论研

究，盖笑松等通过阐释双性化性别角色教育的理论基础，提出双性

化的优势，并分析当前性别角色教育中的问题，提出双性化性别角

色教育的实施途径 v。引用这篇文献主要是对性别角色双性化的优

点进行阐释，说明双性化教育的必要性。排名第 3、6 的文献则是

对国外性教育经验的总结，为我国性教育发展提供参考，引用这些

文献主要目的是进行中外性教育比较研究，从而进一步与国际接

轨，和时代同频共振。 

1.3 3.性教育相关文献作者分析 

图 3 为本领域的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图中节点间的连线代表作

者间合作关系，节点大小表示作者的出现频次。 

 
图 10 性教育领域发文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由图 3 可知，我国性教育研究主要有 24 个团队，其中北京师

范大学刘文利团队、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楼超华团队、西南

医科大学叶运莉团队是本领域核心研究团队。作者间的合作主要集

中于团队内部，团队外合作较少，这主要是由于团队间的活跃时间

与学术背景不同。 

通过分析文献作者能够获悉该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力量与代

表性学者。普赖斯提出，在成熟领域之中，半数论文为一群高生产

力的作者所著。依据普赖斯定律（Price ’s Law），本领域发表文献

大于 3 篇的作者被认为是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共 30 位，发文共 104

篇，约占作品总数的 20.76%，距离 Price 所提供的 50%标准距离很

大。由此，我们认为在性教育研究领域尚未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作

者合作群体，该领域将来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表 3 展示了在该领域发文量大于等于 5 篇的高生产力作者，他

们是推动我国性教育学术领域发展的中坚力量。 

表 5 性教育领域发文量大于等于 5 篇的高生产力作者 

 
在高生产力作者中，发文量最多的是刘文利，共计发表 23 篇

文献，该学者被誉为“学校性教育破冰者”，其研究包括中外性教

育比较、性教育课程干预效果评估、全面性教育课程开发等，如：

通过对荷兰学校性教育模式进行研究，得出对我国学校开展青春期

性教育的借鉴意义 vi；通过对 12 名特殊儿童开展性教育课程，探讨

基于学校课程的特殊儿童性教育干预方式及效果，为特殊儿童的性

教育工作提供参考 vii。发文量排名第二的楼超华与第三的高尔生常

合作发文，二者注重于性教育现状的调查与性教育干预的评估，如：

通过对 2675 名 15-24 岁青（少）年的自填式问卷调查及 20 名对象

家长的深入访谈，分析上海市城市家庭的性教育开展情况及其影响

因素 xiii；在上海市某区两个镇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干预性研究，并

对干预前后的问卷调查对干预项目的效果进行评价 ix。 

（二）性教育相关研究的趋势演进 

1.4 1.性教育相关文献关键词的时间线分析 

为了解性教育研究的时间维度进展，使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

时间线图以呈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得到图 4。如图，检索文献

的关键词被可分为 8 个聚类，每个聚类对应时间轴上所呈现的每个

时期的研究热点，其中每个时间段对应一条纵向的时间区域，时间

区域上的关键词代表在该时间内该关键词首次出现，关键词节点的

大小表示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连线代表共现。 

 
图 11 性教育相关文献关键词时间线图 

根据聚类结果可以将时区分为三个阶段： 

（1）研究的积累期（1992 年至 1999 年）：研究者多关注于国

外及我国港台地区青少年性教育发展的研究，以及性教育开展的必

要性、紧迫性的研究，同时也出现了对我国部分地区性教育展开的

调查研究。如，刘文利对晏涵文等台湾学者性教育之论进行梳理，

进一步澄清对性教育的误解并强调性教育的重要性 x；丁邦平对通

过对美国中小学性教育及其课程改革展开评述，介绍了美国 1991

年出版的《全国性教育综合大纲》，得到对我国进行青春期性教育

的启示 xi；柳吹方通过对中专护士生进行青春期性教育的调查，并

进行初步的实践探索 xii。但此时性教育研究方法尚未丰富，研究内

容不够深入。 

（2）研究的发展期（2000 年至 2017 年）：研究者在此时期开

展了大量有关性教育现状调查研究，研究内容多样、层次丰富。如

熊利平等人对智力障碍人士开展性教育的原则进行了初步探讨和

论述 ix，细化了研究对象的群体划分；王雅君等人通过自编问卷调

查并分析了幼儿园大班儿童性认知现状 xiv，拓展了研究对象的年龄

范围。此外，研究者多将国家间性教育情况作比较，从而与国际接

轨，总结对我国的经验和启示。如赵群等人比较中美大学生性健康

教育模式及其对艾滋病歧视态度，从而为完善我国性教育提出相关

政策建议 xv。 

（3）研究的完善期（2018 年至今）：性教育随政策文件的推行

逐渐走向成熟与完善。2018 年《纲要》的出版，开启了全面性教育

的全球推广。2020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提出“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xvi，

这是“性教育”一词首次被正式写入法律条文之中，性教育的发展

在政策的进入了新阶段，随之引发了新一轮性教育研究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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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性教育相关文献关键词的爆发词分析 

 
图 12 性教育相关文献爆发词图 

为对性教育领域突发热点进行研究，在 CiteSpace 进行爆发词

分析，得到 1992-2022 年突发强度最强的 10 条检测结果，即图 5，

左起第一列为爆发关键词，第三列为突现强度，第四列为突发开始

年份，第五列为突发结束的年份，最右侧的色条部分中红色色条为

突发时间段。 

从图中发现，除“性知识”出现于第一阶段外，其余爆发词均

出现在第二、三阶段的发展期，且集中出现于 2004 年、2007 年、

2020 年。 

研究者在主题上从关注“性教育”转向关注“卫生教育”“生

殖教育”“健康教育”，研究性教育的广度与深度都有着大幅提升；

研究对象的范围从学校教育中的学生向前延伸至学龄前的儿童；研

究方法上对传统调查研究有所突破，性教育的干预研究兴起。 

2 （三）性教育相关文献研究方法讨论 

随时间的推进，性教育的研究方法不断丰富，通过检索归纳发

现研究方法上主要可以分为调查研究、干预研究、比较研究，其中

调查研究 214 篇，占文献数的 42.71%，干预研究和比较研究分别

以 15.17%、11.18%的占比位列其后。 

四、研究结论与反思 

3 （一）研究结论 

性教育随时代发展，越发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当前

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本研究分析了三十年来该领域的相关研

究的发展进程。通过 VOSviewer 和 CiteSpace 软件，对该领域的发文

趋势、文献被引量、作者合作网络等进行了分析，并回顾了该领域

的研究发展趋势，讨论了该领域的研究方法。基于前文所提出的问

题，通过全文的分析讨论得出结论如下： 

（1）总体发文趋势上，年发文量受时代影响波动较大，但 2019

年至今呈上升趋势。 

（2）文献被引量上，有近一半的文献被引量小于等于 5 次，

存在一定的学术浪费现象，高引用量的文献数量较少，研究成果相

对单调。 

（3）作者合作网络上，由于性教育研究尚未形成结构比较完

整的知识体系，故该领域尚未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作者合作群体，

该领域将来的发展空间较大。 

（4）研究趋势演进上，可分为研究的积累期（1992 年至 1999

年），研究的发展期（2000 年至 2017 年），研究的完善期（2018 年

至今），随时间的推进，研究主题不断扩充，研究对象范围不断扩

大，研究方法不断丰富，性教育的干预研究兴起。 

（5）研究方法上，较为多样，主要分为性教育相关调查研究、

干预研究、比较研究三个主要研究方法。 

4 （二）研究反思与启示 

4.1 1.研究局限 

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具有较高的规

范和标准，本文为确保收集数据的质量和完整性，只收集中国知网

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献，导致数据分析不完整；定量分析需要对数据

进行分析和解释，这需要研究人员对该领域有深入和全面的了解，

有不可避免的主观因素在内。 

4.2 2.研究建议与启示 

对我国性教育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进行分析有助于反思和审

视研究中的问题，进一步探索研究的发展方向。 

第一，应密切关注性教育在社会发展下的新形势，面向实践需

求调整研究视角，使性教育学术研究更加服务于现实需要。 

第二，应重视研究者、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形成学术共同体，

凝聚性教育研究的核心力量，进一步提升性教育领域研究的水平与

影响力。 

第三，应推性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对性教育在教育中的价值

与地位予以明确，明确性教育的社会价值和效益，针对该领域进行

更为系统、深入地研究。 

第四，应引入新研究方法，现有文献以调查、干预、比较为主，

应引进更多其他研究方法，如本研究使用的文献计量分析法，从而

丰富性教育领域科学研究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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