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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青少年对性教育的了解和学习状态，完善青少年性教育制度。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和文献综

述，对正处于青少年时期和经历过青少年时期的个体进行有关性教育管理的调查研究，以反映青少年性

教育管理的现状和问题。结果：研究发现，青少年接受性教育知识的阶段相对较晚，交流对象主要是同

辈群体。青少年对常见性知识的认知普遍存在差距，而家长对性教育知识的了解相对匮乏且持保守思想。

我国性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教育效果较差。结论：建议青少年的性教育应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借鉴和学

习国外对青少年教育的理念，强化青少年性教育的“教育”和“防护”理念，构建“3 + 2”的教育管理

模式，满足青少年的性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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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status of sex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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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 education system. Method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e individual 
of sex education management was investigated and studied to refle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
lems of adolescent sex education management. Resul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eenagers received sex 
education knowledge relatively late, and the communication objects were mainly peer groups. There 
is a gap in teenagers’ cognition of common sexual knowledge, while parents lack of knowledge of 
sex education knowledge and hold conservative ideas. Sex education resources are relatively scarce, 
and education effect is poor. Conclu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ex education of teenagers should 
combine the domestic actual situation, draw lessons from the foreign concept of youth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and “protection” concept of youth sex education, and build a “3 + 2” ed-
ucation management mode to meet the needs of teenagers in sex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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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时期(12~18 岁)是从儿童阶段迈向成人阶段的过渡期，也是人生发展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关键时

段，同时也是人格塑造的阶段。我国近年社会报道的青少年被性侵、性暴力等案件频发。如 2021 年报道

的宁波一老师性侵 13 岁女学生[1]；山东技校 15 岁男孩被 28 岁男老师多次性侵[2]；成都教师猥亵 20 多

名男学生[3]；2021 年报道的父亲性侵 14 岁亲生女儿[4]；广西 13 岁女孩被同村 6 旬老头性侵 4 次家人发

现时已经怀孕 5 个月[5]；2019 年 13 岁男孩性侵 10 岁女孩未遂捅其 7 刀[6]；2018 年报道的一名 14 岁少

女在网络平台晒怀孕[7]等等。从这些报道的案件可以看出被害对象不仅在亲人间、男女间、还有同性之

间，被害人关系既有陌生人、同学也有师生，涉及的人群关系面广泛又复杂，因此具有深刻的社会伦理

研究价值。2011 年韩国上映了一部关于聋哑儿童被学校老师虐待的电影，在影片上映后，有上百万人联

署要求重新调查此案件，遂而重新启动该案件的调查。经重新调查后判决，相关犯罪人员被判刑 12 年。

同年，韩国国会以压倒性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部名为《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的法案，

又称为“熔炉法”：法案规定“性侵残障者或不满 13 岁幼童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废除公诉期；废除强

奸未成年人后可通过经济协商达成和解的内容”[8]；2013 年韩国又上映了关于女孩被性侵的电影《素媛》；

2017 年中国也上映了关于女孩被性侵的电影《嘉年华》，而以上三部电影均由真实故事改编，其背后存

在的社会现实不得不令人深刻思考。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份年龄集中在 15至 19岁青少年的报告，

当前全球青少年发生初次性行为的年龄呈下降趋势，青春期间被感染到传染性疾病(如艾滋病、淋病、尖

锐湿疣等)呈上升趋势，人工流产等问题的发生率也在不断上升[9]。 
而基于我国一些礼法文化的冲突，青少年性教育方面拘于保守、方式过于单一，使性教育变成一个

十分隐讳的词语[10] [11]。青少年性教育的传播不能下沉，导致其管理不能很好的渗透于家庭、学校、社

会等方面。 

2. 调查对象和文献综述 

2.1. 调查对象 

本次采用不记名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问卷合计 16 道题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接受调查者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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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信息，第二部分为调查者对青少年接受性教育情况的回馈，第三部分为调查者对目前青少年性教育的

情况调查。本次共收回 212 个有效样本，其中男性 96 人(占比 45.28%)，女性 116 人(占比 54.72%)；第一

次接受性教育最高比例人群在初中 94 人(44.34%)；206 人(占比 97.17%)觉得有必要开展青少年性教育；

且有 98 人(占比 46.23%)觉得应该在小学阶段开展青少年性教育，问卷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n the questionnaire on sex education for adolescents 
表 1. 青少年性教育接受问卷基本情况 

问卷情况 
(N = 212 人) 选项 

男 女 合计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是否在校生 
是 36 56.25% 28 43.75% 64 30.19% 

否 60 40.54% 88 59.46% 148 69.81% 

第一次接受到 
性教育阶段 

幼儿园 2 33.33% 4 66.67% 6 2.83% 

小学 10 34.48% 19 65.52% 29 13.68% 

初中 44 46.81% 50 53.00% 94 44.34% 

高中/职中 13 52.00% 12 48.00% 25 11.79% 

大学 6 28.57% 15 71.43% 21 9.91% 

未接受过 21 56.76% 16 43.24% 37 17.45% 

对性教育了解程度 

了解 42 57.53% 31 42.47% 73 34.43% 

一般 51 39.84% 77 60.16% 128 60.38% 

不了解 3 27.27% 8 72.73% 11 5.19% 

有没有必要开展 
性教育 

有必要 94 45.63% 112 54.37% 206 97.17% 

没必要 2 100.00% 0 0.00% 2 0.94% 

不确定 0 0.00% 4 100.00% 4 1.89% 

哪个阶段开展 
性教育 

幼儿园 17 33.33% 34 66.67% 51 24.06% 

小学 47 47.96% 51 52.04% 98 46.23% 

初中 27 50.00% 27 50.00% 54 25.47% 

高中/职中 5 83.33% 1 16.67% 6 2.83% 

大学 0 0.00% 2 100.00% 2 0.94% 

2.2. 文献综述 

邹婷(2009) [12]认为我国青少年的性教育问题主要是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之间的冲突、社会环境的转

型带来的影响以及不同年龄阶段之间的思想矛盾冲突等；王进鑫(2010) [13]通过对 1891 名在校初中生进

行抽样调查，经过实证得出综合性教育的效果最佳，青少年性教育是一项多维度的教育，涵盖了性的知

识、行为、心理、道德、法律等多个维度的内容。陈静(2015) [14]认为我国的性教育主要涵盖健康教育与

道德教育，目前未得到重视，这也成为我国青少年性教育在过去的几十年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沈亚东

(2019) [15]认为人们的性观念严重畸形，普遍趋向于保守和压抑，认为性是肮脏、羞耻和不道德的，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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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性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聂妍等(2022) [16]通过对 15415 名青少年进行调查得出目前我国青少年性

发育呈提前趋势，性与生殖健康常识有待提高，研究发现“职业中学生”为重点干预人群，建议妇幼保

健机构要加强对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常识的科普服务。刘文利(2022) [17]认为性教育是我国之教育大计，

我国不仅要加强文件政策的支持还要在学校方面加强性教育的知识，提高性教育师资力量和性教育课程

内容等方面。 
我国对于青少年的性教育也逐步重视，近年来颁布多项政策和文件强调要将健康教育的素养融入在

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贯彻健康教育于学校的各个层面，包括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等全过程，使健康

教育成为学生学习、实践和生活的贯穿主题。积极推动健康教育在学生各个方面的融入，以加速学校健

康促进能力的提升。 

3. 理论基础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 1979 年提出了人类发展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的环境因素，包

含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因素。即“四系统观”：1) 微观系统，指个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是不断发

展和改变的；2) 中观系统，指各个不同微观系统间的联系与相互关系。3) 外观系统，指任何个体对其他

事物并未直接参与但是仍然会对他们的发展产生影响；4) 宏观系统，指的是存在于以上三个系统中的文

化、亚文化和社会环境[18]。“三位一体”的教育理论体系，指的是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共同参与的教

育模式，旨在通过三者的协同合作，实现最佳的教育效果，这一理论体系强调家庭、学校和社会在教育

过程中的相互独立和密切关联，共同促进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杨雄，刘程，2013) [19]。 
结合“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的“四系统观”中的个体与环境

间的相互作用，旨在构建“教育”和“防护”青少年性教育管理理念，即“3 + 2”的教育管理模式，在

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下，侧重法律的外部环境和个人素养的提高达到“教”和“防”的目的。 

4. 基于问卷和其他学者的调查浅析青少年性教育管理的现状和问题 

4.1. 接受性教育知识阶段较晚，交流对象为同辈青少年 

聂妍等(2022) [16]对 15415 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男性青少年平均在 13.2 岁出现初次遗精，

女性青少年平均在 12.5 岁出现初潮，在不发达地区更为明显，研究表明我国青少年的性发育呈提前趋势。

问卷调查中有 94 人(占 44.34%)在初中接受第一次性教育，有 37 人(占 17.45%)未接受过性教育；在多选

题关于“你会跟谁一起讨论‘性’”的话题中，有 171 个人选择朋友、同学，占比 80.66%，76 个人选择

网友，占比 36.85%。 
从学者调查和此次问卷可以看出来大部分人接受性教育知识集中在初中时期，与社会报道的年龄段

吻合，即受害者被侵害时正处于性教育知识接受的年龄，没有完善的知识体系和应对措施；而青少年愿

意倾诉交流的对象为朋友、同学或者网友。从中衍生一个双重问题，即一群对“性”停留在好奇与懵懂

的群体在一起讨论“性知识”，容易产生“尝试”与“过激”行为心理，这非常不利于青少年的发展。 

4.2. 学生对常见性知识的认知差 

赵芮和张磊等学者(2019) [20]对我国 11 个省份的青少年进行调查发现，研究表明我国青少年的性知

识整体水平不高，对于青少年性教育的接受效果不佳。陈少芳等(2016) [21]对中山市 4662 名在校初中生

进行调查，其中对 10 个常见性知识认知中(见表 2)的调查中，超过 30%的调查者对童贞、自慰、性冲动、

遗精、避孕及性行为的概念回答不知道；仅有 37.5%的学生对于自慰的生理现象认为是正常行为、要适

度；43.9%的学生选择回答不清楚。该数据引用自文章《中山市青少年性教育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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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dolescents’ knowledge (mastery) of common sexual knowledge (%) 
表 2. 少年对常见性知识的认知(掌握) (%) 

性概念 清楚知道(%) 知道一点(%) 不知道(%) 

遗精 26.4 (1231) 39.8 (1855) 33.8 (1576) 

性冲动 20.8 (970) 40.2 (1874) 39.1 (1818) 

避孕 25.6 (1193) 43.3 (2019) 31.1 (1450) 

自慰 21.5 (1002) 31.2 (1455) 47.3 (2205) 

性骚扰 38.8 (1809) 46.9 (2186) 14.3 (667) 

童贞 14.1 (657) 20.8 (970) 65.1 (3035) 

性行为 25.9 (1207) 43.8 (2042) 30.3 (1413) 

艾滋病 40.9 (1907) 41.8 (1949) 17.3 (806) 

数据来源：该数据引用陈少芳，李宏伟，杨巧红等(2016)文章《中山市青少年性教育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部分数据)。 

4.3. 家长对性教育知识匮乏且思想保守 

由于深受传统文化与观念的影响，在我国的家庭中，父母和长辈通常避免直接谈论与性有关的话题，

青少年的性知识很少来自于家人传授(施曲海，2017) [22]。在现实中孩子的温饱问题和学业问题是家长更

关注的，从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如孩子的性教育问题[21]。问卷调查中，家长避讳性话题，往往“谈性色

变”，且不懂怎么跟孩子“谈性”，其原因在于家长缺乏性教育学习渠道和资源。 
更甚者有些父母在子女遭受侵害后碍于面子选择息事宁人逃离所在地，并指责自己的孩子，为青少

年的身心健康问题埋下了重大隐患。 

4.4. 我国性教育教师匮乏，学校及社会层面性教育单一 

我国计划生育法第十三条规定要求：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

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张晓桐，2019) [23]。我国目前存在没有专业的性教育

教师和性教育授课教师能力不足的问题，在课程方面也呈现出单一的现象(刘文利，李佳洋，2022) [17]。
对于性教育的知识更好似“蜻蜓点水”般限于“男女有别”的表面。我国的许多地方普遍存在正规性教

育与性社会化直接相关的教育不足的情况(施曲海，2017) [22]。 
在大多数学校中，性教育课程通常被视为辅修课程，而主科课程常占用学生的时间，或者要求学生

自行学习。社会层面更加“敷衍”般只呼吁青少年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避孕”的重要性及传授“性病”

的种类等空泛的理论知识，没有做到起到真正的社会面覆盖和传播的作用。 

5. 构建“3 + 2”模式，以“教”和“防”的思路提供建议 

科学的性教育体系通常包括对学生性生理科普、性心理疏导和对性道德的灌输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瑞典(1953 年)是全球第一个建立全国实施强制性教育组织的国家教育。青少年性教育由“国家教育委员

会”明确性教育的总体指导原则，分阶段从幼儿到大学制定了明确性教育的课程；日本的青少年性教育

也分阶段从小学到高中进行了强制性要求课程安排，涵盖对性知识的科普和性教育的指导两个方面，性

教育协会编写《性教育指导要项解释》进行整体方向的指导；部分国家的青少年性教育是由“性信息与

性教育委员会”对公立学校进行提出全面性教育的要求，性教育课程大纲由“学校健康联合会”编写颁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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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我国现阶段的现状和问题并借鉴国外的青少年教育理念，笔者建议构建“3 + 2”的教育管理模

式，即：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同时侧重法律的完善和个人素养的提高，从“教”和“防”

的思路提出以下建议： 

5.1. 学校内开展教育课程，教育阶段推到小学 

将性教育课程从小学阶段开展，分阶段进行不同程度性教育。奚晓华(2014)对在中国的上海市杨浦区

某小学五年级学生进行了青春期性教育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性教育能显著提高学生对青春期性生理知

识的认识程度[24]。从问卷调查中，有 98 人(占 46.23%)认为从小学阶段开展青少年性教育。加拿大、英

国、法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发达的欧美国家和亚洲均是从小学阶段开展青少年性教育课程。总的性教育

目标是把性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主要集中在性健康、性关系、避孕方法、性病预防、性暴力预防、性

别平等方面开展。同时净化网络，使青少年能通过正规的途径获得正确的性知识，而不是一味地禁锢青

少年的好奇欲，避免造成青少年内化问题。 
不仅要教授学生专有名词的解释还要分年级阶段进行合理的指导和对话。从根源上解决学生对常见

性知识的认知差的问题，同时避免青少年间的“性知识”对话产生的双重问题。 

5.2. 形成多元化的学校性教育 

积极推进和学习翻译借鉴外国性教育的书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阶段撰写属于我国特色的性教育

教材，有效防止当代青少年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不正确的性知识和性态度。校园内组织多样化的性教育活

动，如教师讲座、校园辩论、知识抢答等活动。可定期邀请专业的医护人员和有实践经验的心理医生与

学校相关性教育教师进行沟通，打破“纸上谈兵”的壁垒。同时要投入对学校专职性教育老师的培养，

提高性教育老师的授课能力。 
一些研究强调了社区参与在性教育中的重要性。例如，O’Donnell L et al. (1999)的“Reach for Health 

Community Youth Service”项目通过结合社区服务和课堂健康指导，有效地减少了城市中学生的早期和无

保护性行为[25]。此外，亨利 W.格拉迪纪念医院的项目通过让年长的青少年领导，帮助学生抵制开始性

活动的社会压力，也显示出积极的效果(Howard M, McCabe J B, 1990) [26]。 

5.3. 提高家长的性知识素养 

推动性教育书籍更新的同时疏导家长的抵触情绪，这样不仅能使我国的性教育工作得到进步，同时

也能让家长得到性教育的启迪更好地和孩子沟通。齐玉芝，王静(2022)研究表示学校成立家庭教育讲师团，

与家长进行无缝对接，解决教育中的具体问题[27]。同时将青少年的性心理需求和保护列为重要话题之一，

提高家长对青少年性教育知识，积极引导家长协助学校，对青春期学生性心理的关注和正确疏导。 

5.4. 加大犯罪处罚力度，提高个人素质培养 

法律的强制制约和道德的人格约束是维护社会有序进行的两种基本手段，“防”的最后一道底线是

法律。增加犯罪的成本，强化法律制度，是法律给予被害者的最后的安慰。 
性教育的缺失是导致青少年性犯罪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实证表明，性教育的缺失会导致青少年因

性无知、性心理异常、性道德错位等因素而导致性犯罪的危险性大大增加(王旭红，2007) [28]。性教育的

缺失还与青少年的身体早熟和自我意识的快速觉醒导致的自控能力弱有关(甘晓静，2000) [29]。二十大报

告提出：我们要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国家也注重体育对青少年

的重要性，作为青少年要提高个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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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我国对青少年性教育存在较为封闭和落后的传统教育理念，未能做到综合性指导和教育、课程开发

和内容滞后，从而导致我国青少年性教育事业没有得到发展，对青少年的青春期成长和未来发展都存在

阻碍(王道群，2020) [30]。我们要立足于我国国情，有效地学习和借鉴国外的青少年教育理念。构建“3 
+ 2”的教育管理模式，重视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完善法律制度，提高青少年个人素养，

让“性”话题成为青少年在人格发展中的一方面。促使青少年能够正确面对自己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

家庭、学校和社会要强化性教育的“教育”和“防护”理念满足青少年的性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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