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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性健康知识 态度和行为相关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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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的性健康相关知识、行为和态度的状况，以便有效地开展性教育工作。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选取山东省４所本科高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获取７２１份有效调查问卷进行统
计学分析。结果　大学生对性行为相关知识掌握较好。医学院校知识问答题的正答率高于其他３所学校，知识
得分高于其他院校（Ｆ＝２２．３５４，Ｐ＜０．０１），其中男生知识得分高于女生（ｔ＝２．４１，Ｐ＜０．０５），但女性在行为和态
度上更为积极；医学专业学生知识得分高于非医学专业（ｔ＝５．９３，Ｐ＜０．０１）；知识、态度和行为得分之间均呈正
相关关系。结论　知识能够促进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学校、社会和家庭应该增强性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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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当代大学生对
性行为持越来越开放的态度，恋爱、性行为等发生

率逐渐上升，但避孕方法使用少，导致意外怀孕及

流产概率呈现增加趋势［１］。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

个特殊人群，其生理已经发育成熟，正处于性活跃

期，但他们的性心理尚未成熟，性健康知识熟知程

度有限，使得不安全性行为时有发生，对大学生身

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导致严重后果。因此

了解大学生的性健康相关知识、行为和态度状况，

开展针对大学生的性健康教育很有必要，我们对山

东４所高校大学生进行了性健康相关知识、行为和
态度的现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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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随机化的原则，抽样山东省４所本科高校
８００名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获取有效问卷 ７２１
份，有效率９０．１３％。由于部分大四和／或大五学
生外出毕业实习，本次只选择高校所在地的学生作

为调查对象。

１．２　方法
参考相关文献，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性健康相关知识、性生

活状况、婚前性行为及性健康教育的来源和需求

等。问卷采用现场匿名和手机网上匿名填写相结

合的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知识题共２４题，单
选题答对得１分，多选每答对一个选项得１分，答
错不得分，共计４５个知识点，满分４５分；态度题积
极得１分，消极不得分，满分８分；行为题积极得１
分，消极不得分，满分４分。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录入，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进
行数据处理和分析，知识、态度和行为得分经检验

均符合正态分布；在差异性检验中，两组资料运用

独立样本之间的ｔ检验，３组及以上资料运用方差
分析，并采用ＳＮＫ法进行两两比较。

２　结果

２．１　人口学资料构成情况
调查参与人数 ８００人，收回问卷 ７２１份（人）

其中济宁医学院２３４人（３２．５％），青岛大学２００人
（２７．７％），山东农业大学１０９人（１５．１％），山东财
经大学１７８人（２４．７％）；男生２４９人（３４．５％），女
生４７２人（６５．５％）；医学类专业３３２（４６％），非医
学类人数３８９人（５４％）；大一２５３人（３５．１％），大
二１０７人（１４．８％），大三２７１人（３７．６％），大四２３
人（３．２％），大五６７人（９．３％）。
２．２　不同学校大学生性相关知识、行为及态度得
分情况

大学生对性相关知识的正答率较低，如紧急避

孕药使用时间知晓率为２４．８３％，米非司酮作为紧
急避孕药的知晓率为２５．６６％，避孕套可以阻止性
病的知晓率为５０．２１％，“安全期不安全”的知晓率
为９．７１％。但济宁医学学生知识问答题的正确率
均高于其他３所学校。

对大学生的性行为及态度调查显示，有 ９．
２１％的大学生已经开始婚前性生活，而４７．０８％大
学生不能接受婚前性行为，３５．９３％的大学生不能

接受婚前同居，７７．４１％大学生不能接受未婚先孕，
４２．４１％的大学生选择地市级正规医院流产并接受
去学校开未婚证明，７８．７４％的大学生不能接受婚
前放置宫内节育器，７８．１３％大学生表示应该在学
校开展性健康教育，６３．６２％的大学生认为避孕及
性相关教育不会导致更多大学生婚前性行为。

大学生知识和行为得分较高，但态度得分偏

低，不同学校之间大学生性知识、态度和行为得分

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济宁医学院
学生知识得分均高于其他高校（Ｐ＜０．００１），除青
岛大学与山东农业大学以外，其他院校之间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各个学校之间行为
得分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山
东财经大学学生态度得分最高，与得分最低的山东

农业大学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
而其他学校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不同学校大学生性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
得分比较（分，珋ｘ±ｓ）

　　学校 ｎ 知识得分 行为得分 态度得分

济宁医学院　 ２３４ ４２．２２±７．５７ ３．１４±０．９６ ４．３９±１．５４

青岛大学　　 ２００３７．８３±５．４８ ３．０３±０．８９ ４．６０±１．３８

山东农业大学 １０９３７．１２±６．９５ ３．３８±０．７７ ４．１４±１．６２

山东财经大学 １７８３９．６５±６．０２ ３．４１±１．０３４．８６±１．２８

Ｆ值 ２２．３５ ７．１５ ６．５２

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注：与济宁医学院相比，Ｐ＜０．００１；与山东农业大学相比，

Ｐ＜０．００１

２．３　不同性别大学生性相关知识、行为及态度得
分比较

除知识得分外，行为和态度得分女生均高于男

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不同性别大学生性相关知识、态度和
行为比较（分，珋ｘ±ｓ）

性别 ｎ 知识得分 行为得分 态度得分

男生 ２４９ ４０．４８±７．３３ ３．０７±１．０３ ４．０３±１．４８

女生 ４７２ ３９．１９±６．５２ ３．２８±０．８８ ４．７９±１．３９

ｔ ２．４１ ２．８６ ６．７８

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　不同专业大学生性相关知识、行为及态度得
分比较

医学类大学生知识得分高于非医学类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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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行为和态度
方面医学专业和其他专业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不同专业大学生性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
得分比较（分，珋ｘ±ｓ）

专业 ｎ 知识得分 行为得分 态度得分

医学　 ３３２ ４１．２０±７．０５ ３．１９±０．９５ ４．５１±１．４５

非医学 ３８９ ３８．２１±６．３９ ３．２３±０．９２ ４．５４±１．４８

ｔ ５．９３ ０．５７ ０．２７

Ｐ ０．００ ０．５７ ０．７９

２．５　不同年级大学生性相关知识、行为及态度得
分比较

随着年级的增加，知识得分也随之增加，且年

级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行为得分
在各年级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态
度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年级越高
知识得分越高，大四和大五的学生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其他年级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且年级越低得分越少；大二的行为得分最低，与

大一、大三、大五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１），而其他年级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４。

表４　不同专业大学生性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
得分比较（分，珋ｘ±ｓ）

年级 ｎ 知识得分 行为得分 态度得分

大一 ２５３ ３７．２８±６．７０ ３．２９±０．９２ ４．４１±１．５７

大二 １０７ ３８．５６±６．０５ ２．７２±１．１１ ４．３１±１．３５

大三 ２７１ ４０．２０±６．０１ ３．３３±０．８１ ４．７４±１．３７

大四 ２３ ４５．５２±５．４６ ３．０４±０．７７ ４．５７±１．７０

大五 ６７ ４５．５０±７．１３ ３．３３±０．８６ ４．５２±１．４４

Ｆ值 ２８．８６ ９．７９ ２．３４

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６　 知识、行为、态度得分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显示知识、行为、态度得分３者

之间相关性均为正相关性；其中 ｒ行为态度 ＝０．２３３，
ｒ行为知识 ＝０．１５４，ｒ知识态度 ＝０．１１９，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

３　讨论

当代大学生一方面受到传统观念影响，对于性

方面的要求和困惑难以启齿；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

的普及、在校大学生结婚禁令的解除，以及国内外

各种不良性信息的冲击，呈现出性方面的矛盾心

理［２３］。正是这种心理和行为之间的矛盾性，从而

引起不良的性认知和性行为的发生。近些年虽然

我国综合性性教育有所发展，但缺乏全面的性教育

政策及性教育资源和机制，尤其缺少训练有素的专

业人员对大学生开展综合性性教育［４６］，因此评估

大学生对性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及行为态度，对开

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次调查显示山东省大学生对性健康相关知

识了解程度较低，其中紧急避孕药使用时间知晓率

为２４．８３％；避孕套可以阻止性病的知晓率只有
５０．２１％，“安全期不安全”的知晓率仅有９．７１％，
说明山东高校开展避孕等相关性健康知识的宣传

教育力度远远不够。由于本地区受传统观念的影

响，目前极少有高校开展生殖健康教育课程，导致

在校大学生很少有机会接受正规系统的性教育。

学校无法满足大学生对性知识的需求，促使大学生

通过网络等途径寻求相关知识，但通过网络获得的

性知识良莠不齐，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可能会误导

部分群体发生危险的性行为［７１１］。本文调查结果

显示医学院校及医学专业的大学生性健康相关知

识得分显著高于其他院校，医学专业由于知识体系

的特殊性，医学专业大学生能够比较完善的了解医

疗卫生及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同时相对注重自身的

卫生状况。大学生正处于性生理迅速成长并逐渐

完善的重要时期，随着生理、心理的发展，他们对性

知识的兴趣和追求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关注［６１０］。

７８．１３％大学生表示应该在学校开展性健康教育，
６３．６２％的大学生认为性相关教育不会导致更多大
学生性行为。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性教育并不会

增加性行为［１１１２］。提示教育部门有必要把性健康

教育系统地引入课堂教学，在高校开展规范的生殖

健康相关课程。本文结果显示，高年级学生知识得

分明显高于低年级学生，行为也更为积极。大学生

随着年龄的增加，社会经历以及所学知识更加丰

富，掌握的性相关知识也随之增多，能够更加理性

的面对性行为中所遇到的安全问题［１３１４］。但同时

随着性意识的提高，性兴趣更加强烈，性观念更加

开放，发生高危性行为的可能性更大。而低年级大

学生由于刚刚进入校园，对“性”的概念相对模糊，

·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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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相关的性健康知识。因此，针对不同年级的大

学生应实行不同阶段的教育方式，制定不同的教育

方案。

本次调查发现有９．２１％的大学生已经开始婚
前性生活，低于全国大学生１０％的报告率［１５］，可

能与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大学生的性观念

开放程度有关。另外有４７．０８％的同学表示不能
接受婚前性行为，３５．９３％的不接受婚前同居，７７．
４１％不接受未婚先孕。调查显示大学生的态度得
分普遍偏低，平均得分不足满分的６０％，提示现代
大学生的性观念更加趋向于开放。在性行为及态

度方面男生要比女生更加开放，女生更加保守，可

能由于青年期男性对性的观念比女性更开放，性冲

动更强烈，女性受一些传统性观念的影响，而且在

性行为后为主要身体受害者，所承受的生理和心理

负担更大。提示我们在高校性教育中应重视性别

的不同，加强对男性的正确引导，树立良好观念，注

重性道德教育，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１６］。本

文分析也显示，知识、态度、行为三者之间呈现出正

相关关系，提示知识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行为与态

度的转变。

综上所述，进行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是一项意义

深远的工作，在高校开展规范的性健康教育课程是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方式，课程围绕性生理、

性心理、性观念、性道德等方面，采用多途径、多层

次、多形式的教学模式，同时要注重学校、家庭和社

会的多方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性健

康教育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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