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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大学生生殖健康素养对性心理健康影响，开展生殖健康教育，提升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提供实证支

持。研究采取随机和整群取样方法，抽取天津市8所高校的5408名学生，采用大学生生殖健康素养评估

量表、青春期性心理健康量表进行调查研究。结果：(1)大学生生殖健康素养：女生(120.57 ± 10.43)高
于男生(116.04 ± 17.67)；大二(123.30 ± 14.85)高于大一(114.71 ± 13.43)；正在热恋(123.29 ± 10.70)
高于曾经恋爱(120.97 ± 11.67)，高于从没有恋爱(109.18 ± 17.82)；发生性行为(123.38 ± 12.28)高于

未发生性行为(111.83 ± 14.92)；(2)大学生性心理健康：女生(192.62 ± 40.37)高于男生(182.56 ± 
50.89)；大二(204.44 ± 45.52)高于大一(175.44 ± 42.69)；正在热恋(210.96 ± 30.68)高于从没有恋爱

(197.79 ± 37.31)，高于曾经恋爱(148.00 ± 46.66)；发生性行为(212.82 ± 34.49)高于未发生性行为

(155.27 ± 38.46)；(3)生殖健康素养4因子解释了73.4%性心理健康的变异量。结论：女大学生生殖健

康素养、性心理健康好于男生；恋爱可以促进性心理健康，亦可能抑制性心理发展；性行为对生殖健康

素养、性心理健康具有促进作用；生殖健康素养对大学生性心理健康具有预测作用；加强生殖健康素养

教育，提升大学生性心理健康水平，塑造健康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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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reproductive health literacy on the sexual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carry out reproductive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health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is study, 5408 students from 8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in Tianjin were selected by random an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and the reproductive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Scale and Adolescent Sexual mental Health Scale were used for in-
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Results: (1) Reproductive health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female 
students (120.57 ± 10.43) was higher than male students (116.04 ± 17.67); The sophomore (123.30 
± 14.85) was higher than the freshman (114.71 ± 13.43); “Student in love” (123.29 ± 10.70) was 
higher than “Students who have been in love” (120.97 ± 11.67), “Students who have never been in 
love” (109.18 ± 17.82); Those who had sex (123.38 ± 12.28) were higher than those who had no sex 
(111.83 ± 14.92); (2) Sexual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female students (192.62 ± 
40.37) were higher than male students (182.56 ± 50.89); The sophomore (204.44 ± 45.52) was 
higher than the freshman (175.44 ± 42.69); “Student in love” (210.96 ± 30.68) than “Students who 
have never been in love” (197.79 ± 37.31) and “Students who have been in love” (148.00 ±46.66); 
Those who had sex (212.82 ± 34.49) were higher than those who did not (155.27 ± 38.46); (3) 73.4% 
of the differences in sexual mental health were explained by four factors of reproductive health li-
teracy. Conclusion: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tter reproductive health literacy and sexual 
mental health than male students. Love can promote sexual psychological health, but also may in-
hibit sexual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Sexual behavior can promote reproductive health literacy 
and sexual mental health. Reproductive health literacy can predict the sexual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Strengthen reproductive health literacy education, improve the level of sexual 
mental health in college, and shape healthy sexual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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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身体发育趋于成熟，随着对亲密关系的追求以及荷尔蒙的分泌，生殖压力增加。性行为作

为生殖压力调节的重要方式，能够产生强烈的快感，增加成功生殖的几率[1]。相关数据显示：近几年，

每年都有 3000 例左右 15 至 24 岁青少年学生感染艾滋病；学校艾滋病、梅毒和淋病报告发病人数每年

分别以约 7%，29%和 37%的速度递增[2]；我国人工流产手术中，25 岁以下青少年女性占比为 47.5%，

人工流产史 ≥ 3 次者比例高达 13.5% [2]。大学生作为青年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生殖健康问题关乎其

生命全周期的身心健康及生育力，也会影响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生殖健康素养是指获取、理解和处理

基本的生殖健康信息或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作出生殖健康决策以维持和促进生殖健康的能

力。生殖健康素养不仅与大学生自身健康有关系，也与提升全民族整体健康素养水平及健康中国建

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前，关于大学生生殖健康素养、性心理状况的调查研究较少，本文尝试探

究大学生生殖健康素养、性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为高校开展生殖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理论和实践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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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象与方法 

对象研究采用随机和整群取样法。对象选取分为两步：第一步，在天津市本科、高职院校随机各选

取 4 所；第二步，以 8 所院校大一、大二参与“运动与健康”课程的学生为被试，发放问卷 5523 份，剔

除未完整填写或回答有问题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5408 份。其中男生 2688 名(49.7%)，女生 2720
名(50.3%)；年龄范围 18~20 岁，年龄(18.75 ± 0.80)岁；大一 3136 名(58.0%)，大二 2272 名(42.0%)；从来

没有谈过恋爱的 1536 名(28.4%)，谈过恋爱或正在恋爱的 3872 名(71.6%)；未发生过性行为的 2368 名

(43.8%)，发生过性行为的 3040 名(56.2%)。 

2.1. 方法 

1) 大学生生殖健康素养评估量表采用“天津市大学生健康素养现状及健康教育研究”课题组编制的

《大学生生殖健康素养评估量表》，该量表由生殖健康知识、生殖健康态度、生殖压力调节、生殖信息

获取 4 个维度构成，包括 36 个条目。除 9、10 (第 9 题共 8 分、第 10 题共 6 分，多选题，累计计分)外，

所有条目采用 Likert 自评式 5 点量表法，分为“完全了解”、“比较了解”、“一般了解”、“不太了解”、

“完全不了解”5 个等级，分别记为 5，4，3，2，1 分，得分越高，表明生殖健康素养分数越高。问卷

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 0.896；该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GFI = 0.989，IFI = 0.996，CFI = 0.943，
NFI = 0.967，RMSEA = 0.064，各项指标良好，验证了量表的 4 维结构。 

2) 大学生性心理健康评估量表采用骆一、郑涌编制《青春期性心理健康问卷》，问卷共 46 个条目，

包括性认知(生理知识、性知识)、性价值观(性观念、性态度)、性适应(社会适应、性控制力、自身适应) 3
个分量表(7 个因子)和测谎题[3]。问卷采用 Likert 5 点记分制，按符合程度分为 5 级评分，其中“完全符

合”记 5 分，“基本符合”记 4 分，“不确定”记 3 分，“基本不符合”记 2 分，“完全不符合”记 1
分。该量表各分量表及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 0.629 以上，重测信度在 0.636~0.833，分半信度在

0.593~0.769，而总量表的上述 3 项指标分别为 0.822、0.856、0.759，均表现良好[3]。 

2.2.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分析，将生殖健康素养和性心理健康作为连续变量，性别、恋

爱、年级、性行为作为分类变量，首先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比较不同性别、恋爱、年级、性

行为大学生在生殖健康素养、性心理健康的差异性；其次，使用回归方程分析生殖健康素养 4 因子对性

心理健康变异量的解释度。检验水准 a = 0.05。 

3. 结果 

3.1. 不同性别、年级、恋爱、性行为的大学生生殖健康素养状况比较 

不同性别大学生生殖健康素养状况比较，女生的生殖健康知识、生殖健康态度和生殖健康素养得分

显著高于男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男生的生殖信息获取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 0.001)；男生的生殖压力调节得分高于女生，但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P < 0.05)。不同年级大学

生生殖健康素养状况比较，大二学生的生殖健康知识、生殖健康态度、生殖压力调节、生殖信息获取和

生殖健康素养得分高于大一学生，除生殖信息获取外，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不同恋爱经历

大学生生殖健康素养状况比较，曾经恋爱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生殖压力调节和生殖信息获取得分均高

于从没恋爱、正在恋爱大学生。经事后检验，曾经恋爱大学生与正在恋爱大学生的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

从没有恋爱与曾经恋爱、正在恋爱大学生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正在恋爱大学生生殖健康

态度和生殖健康素养得分均高于从没有恋爱、曾经恋爱大学生。经事后检验，正在恋爱、曾经恋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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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恋爱大学生两两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不同性行为大学生生殖健康素养状况比较，发

生过性行为的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生殖健康态度、生殖压力调节、生殖健康信息获取和生殖健康素养

得分均高于未发生过性行为大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见表 1。 
 
Table 1.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productive health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表 1. 大学生生殖健康素养统计分析 

 N 生殖健康知识 生殖健康态度 生殖压力调节 生殖信息获取 生殖健康素养 

性别       

男 2688 28.35 ± 4.93 34.18 ± 10.71 31.90 ± 3.38 21.61 ± 3.22 116.04 ± 17.67 

女 2720 31.05 ± 5.49 36.54 ± 5.90 31.74 ± 3.25 21.24 ± 3.06 120.57 ± 10.43 

T值  −19.020 −10.063 1.816 4.342 −11.493 

P值  0.000 0.000 0.069 0.000 0.000 

年级       

大一 3136 28.16 ± 4.83 33.81 ± 7.22 31.38 ± 3.44 21.37 ± 3.31 114.71 ± 13.43 

大二 2272 31.83 ± 5.41 37.52 ± 10.03 32.44 ± 3.03 21.52 ± 2.90 123.30 ± 14.85 

T值  −26.195 −15.831 −11.749 −1.740 −22.210 

P值  0.000 0.000 0.000 0.082 0.000 

恋爱       

从没有 2240 28.49 ± 5.15 28.85 ± 11.66 30.10 ± 3.53 19.68 ± 3.02 109.18 ± 17.82 

曾恋爱 1536 30.59 ± 6.35 37.11 ± 6.08 32.84 ± 2.78 22.53 ± 2.70 120.97 ± 11.67 

正恋爱 1632 30.54 ± 4.33 39.10 ± 3.86 32.04 ± 3.13 21.59 ± 3.10 123.29 ± 10.70 

F值  101.179 810.752 358.099 435.234 509.059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性行为       

未发生 2368 29.01 ± 5.22 32.55 ± 9.99 30.20 ± 3.15 20.06 ± 2.75 111.83 ± 14.92 

发生过 3040 30.24 ± 5.46 37.56 ± 6.81 33.08 ± 2.86 22.49 ± 3.02 123.38 ± 12.28 

T值  −8.362 −21.859 −35.173 −30.593 −31.204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2. 不同性别、年级、恋爱、性行为的大学生性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不同性别大学生性心理健康状况比较，女生的生理知识、性知识、社会适应和性心理健康得分显著

高于男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女生的性控制力和自身适应得分高于男生，男生的性观念、

性态度得分高于女生，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年级大学生性心理健康状况比较，大二

学生的生理知识、性知识、性态度、性观念、社会适应、性控制力、身体适应和性心理健康得分高于大

一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不同恋爱经历的大学生性心理健康比较，正在恋爱大学生生理

知识、社会适应、性控制力、自身适应和性心理健康得分显著高于从没有恋爱、曾经恋爱大学生，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经事后检验，正在恋爱、从没有恋爱、曾经恋爱大学生两两之间差异均达到

P < 0.001 或 P < 0.05 的显著水平。曾经恋爱大学生性观念、性态度、社会适应、性控制力、身体适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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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健康得分显著低于从没有恋爱、正在恋爱大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不同性行为大

学生性心理健康比较，发生过性行为的大学生生理知识、性知识、性观念、性态度、社会适应、性控制

力、自身适应和性心理健康得分显著高于未发生性行为大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见表 2。 
 

Table 2.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llege sexual mental health 
表 2. 大学生性心理健康统计分析 

 N 生理知识 性知识 性观念 性态度 社会适应 性控制力 自身适应 性心理健康 

性别          

男 2688 10.75 ± 4.44 9.70 ± 4.29 13.51 ± 5.41 11.05 ± 4.86 29.10 ± 10.67 17.07 ± 6.80 14.02 ± 6.07 182.56 ± 50.89 

女 2720 13.29 ± 5.42 12.36 ± 4.70 13.34 ± 5.10 11.00 ± 4.50 30.53 ± 8.28 17.29 ± 5.67 14.16 ± 4.92 192.62 ± 40.37 

T值  −18.866 −21.753 1.194 0.374 −5.527 −1.308 −0.938 −8.062 

P值  0.000 0.000 0.233 0.708 0.000 0.191 0.348 0.000 

年级          

大一 3136 10.46 ± 4.43 9.71 ± 4.26 12.56 ± 5.36 10.28 ± 4.81 28.36 ± 9.45 16.06 ± 5.75 13.20 ± 5.07 175.44 ± 42.69 

大二 2272 14.20 ± 5.22 12.87 ± 4.65 14.62 ± 4.88 12.06 ± 4.29 31.83 ± 9.36 18.73 ± 6.59 15.32 ± 5.87 204.44 ± 45.52 

T值  −28.416 −25.905 −14.482 −14.063 −13.395 −15.847 −14.193 −23.976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恋爱          

从没有 2240 11.13 ± 4.82 10.09 ± 4.62 15.01 ± 4.55 12.54 ± 4.11 32.84 ± 3.27 18.26 ± 3.25 14.99 ± 3.05 197.79 ± 37.31 

曾恋爱 1536 12.46 ± 6.01 11.79 ± 5.38 11.06 ± 5.49 8.75 ± 4.84 16.50 ± 5.01 9.25 ± 2.18 7.17 ± 1.70 148.00 ± 46.66 

正恋爱 1632 12.87 ± 4.36 11.65 ± 3.78 13.47 ± 5.09 11.08 ± 4.39 38.19 ± 3.92 23.18 ± 3.75 19.39 ± 3.34 210.96 ± 30.68 

F值  63.132 82.070 284.426 336.655 12599.681 7918.398 7533.632 1193.899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性行为          

未发生 2368 11.12 ± 4.86 10.45 ± 4.58 11.11 ± 4.70 8.81 ± 4.09 21.74 ± 8.10 11.77 ± 3.85 9.27 ± 3.19 155.27 ± 38.46 

发生过 3040 12.74 ± 5.21 11.51 ± 4.73 15.23 ± 4.95 12.75 ± 4.38 36.11 ± 4.62 21.40 ± 4.18 17.85 ± 3.75 212.82 ± 34.49 

T 值  −11.656 −8.288 −31.057 −33.772 −82.079 −86.924 −89.098 −57.868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3. 大学生生殖健康素养与性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以性心理健康为因变量，以生殖健康素养的 4 因子为自变量，采用逐步法进行回归分析，生殖压力

调节、生殖健康知识、生殖健康态度和生殖知识获取纳入回归方程，4 因子解释了性心理健康 73.4%的变

异量。见表 3。 

4. 讨论 

4.1. 与已有研究的区别与联系 

目前，国内关于生殖健康素养的研究较少，杨雨帆等采用德尔菲法对大城市青年生殖健康素养评价

指标体系进行构建研究，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形成由 3 个一级、12 个二级、45 个三级指标构成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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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为生殖健康素养的后续研究提供重要参考。本研究以大学生(成年人)、生殖健康为研究对象和内容，

在生殖健康素养操作性定义指导下，形成包括生殖健康知识、生殖健康态度、生殖压力调节、生殖信息

获取 4 维度 36 条目评估量表，其中未涉及性侵害、性骚扰等相关内容，这是两者重要区别。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ous dimensions of reproductive health literacy and sexual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
dents 
表 3. 大学生生殖健康素养各维度与性心理健康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差 标准回归系数 t 值 P 值 

性心理健康 

(常数) −138.173 2.404  −57.471 0.000 

生殖压力调节 3.849 0.158 0.410 24.331 0.000 

生殖健康知识 1.990 0.042 0.345 47.565 0.000 

生殖健康态度 1.018 0.030 0.285 33.562 0.000 

生殖知识获取 1.361 0.153 0.138 8.914 0.000 

注：性心理健康 R2 = 0.734，调整后 R2 = 0.734，F = 3727.422.684，P < 0.001。 

4.2. 性别、年级、恋爱及性行为对大学生生殖健康素养的影响 

本研究结论显示，女大学生的生殖健康素养高于男性大学生，特别是生殖健康知识、生殖健康态度

具有显著差异，生殖压力调节不具有显著差异。年级、恋爱、性行为是影响大学生生殖健康素养的重要

因素。恋爱促进两性生理知识提升，为生殖压力调节提供合理释放途径。例如，本研究样本中大学生报

告恋爱(曾经恋爱、正在恋爱)人数为 3168 人、发生过性行为的 3040 人，并非所有恋爱都伴随性行为(也
可能存在非恋爱性行为)，但性行为是恋爱中可以接受的行为。不同性行为的大学生生殖健康素养存在差

异，也佐证了性行为对生殖健康素养的促进作用。 

4.3. 性别、年级、恋爱、性行为及生殖健康素养对大学生性心理健康养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大学生的生理知识、性知识、社会适应和性心理健康水平高于男生，两性在性

观念、性态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00 后女大学生对自身生理性知识和女性特有

生理功能的了解多于男生，同时对性伤害、性骚扰等认知及敏感性高于男生。例如，社会、媒体更多呈

现出女性被性骚扰或性伤害的案例，同时法律更多保护女性而非男性。00 后大学生成长于信息化、网络

化、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不再谈性色变，同性恋、双性恋、自慰、性交、避孕、性梦等词语并不

陌生，对很多社会现象、性取向、性偏好等持开放、包容态度。年级也是影响性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年级对性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可能是身心发育成熟、生殖健康及功能的理性认知。恋爱中的大学生生理知

识、社会适应、性控制能力、自身适应和性心理健康均高于曾经恋爱、从未恋爱大学生，恋爱促进了大

学生性心理健康。然而，恋爱亦可能是把双刃剑，曾经恋爱的大学生在性观念、性态度、社会适应、性

控制力、身体适应和性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从没有恋爱、正在恋爱的大学生。恋爱终结或失恋是否抑

制了性心理发展，有待研究证实。但性行为对性心理健康具有促进作用，本研究数据给予支持。大学生

生殖健康素养的 4 因子可以解释性心理健康的 73.4%的变异量，即生殖健康素养可以促进性心理健康，

性心理健康还有 26.6%的变异量由其他因素解释。加强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提升大学生性心理健康水

平，学校应承担起生殖健康教育责任，通过完善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开展生殖健康讲座、发放生殖健康

手册、搭建生殖健康信息平台等方式，不断提升大学生生殖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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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加强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塑造健康的性人格 

大学生婚恋内容纳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或高校思政课程，加强性心理、安全性行为、性保护、

性疾病、性调控能力教育，提供大学生婚恋心理咨询服务。对大学生性、恋爱、婚姻进行科学、理性引

导，提升大学生恋爱问题处理能力，开展失恋心理咨询和干预服务，促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性、恋爱、

婚姻”价值观，培养健康性爱心理，塑造健康的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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