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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sexual knowledge, STDS and attitude towards sex change among 1200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ll data were collect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during the elective “College Student Health 
Education”. Results: The remarkable cognitive rates of sexual knowledge were secondary sex characteristics (98.7%) 
and sexual anatomy (75.0%). Notably, the highest cognitive rates of STDs were 93.3% and 85.8% for the full name of 
AIDS, AIDS transmission approaches and STDS precaution. Change of attitude towards sex is discriminativ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Conclusion: “College Student Health Education” as an elective is significant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know the sexual knowledge and STDS, as well as to change their attitude towards sex. Other than this, methods such as 
educational propaganda, broadcasting and occasional lectures are also utilized to popularize knowledge about sex, sex-
ual health and to instruct college students the correct sexual knowledge, attitude towards sex and STDs preca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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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当代大学生对性知识，性传播疾病(STDS)认知程度和性观念改变状况。方法：通过《大学

生健康教育》选修课，授课时进行问卷调查归纳建档。结果：1200 名大学生对性知识了解程度较高分别是第二

性征 98.7%和性器官 75.0%。对性传播疾病了解程度很高分别是 AIDS 全称和传播途经(93.0%)和如何预防性传播

疾病(85.0%)。性观念改变状况，男女生之间存在差别。结论：《大学生健康教育》作为高校选修课程是大学生

了解性知识，性传播疾病和性观念改变一种有效的手段，同时辅以宣传栏，广播和不定期的讲座来普及有关性

知识，性健康。帮助大学生培养正确的性知识，性观念，防止性传播疾病在高校中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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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健康教育作为选修课程在武汉大学已开

课 20 年，每次选修的学生 200~300 人，课程主要内 

容为青春期生理，心理健康知识和青春期常见病，多

发疾病基础知识。性知识，性心理和性传播疾病作为

重点课程讲授。近 5 年，通过授课时发放问卷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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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对学生们的性知识，性传播疾病以及性观念的

状况进行调查分析，现报告如下。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选修《大学生健康教育》课程的在校大学生，一

般为大二和大三的学生。 

2.2. 方法 

课前 10 分钟发问卷调查表，课后回收调查表归

纳建档。共发表 1380 份，回收 1200 份，回收率 86.5%，

其中男生 875 份，女生 325 份，年龄 18~23 岁，平均

20.5 岁。对未参加选修课学生发放调查表 900 份，收

回 870 份，回收率 96.7%。其中男生 670 人，女生 200

人，年龄 17~23 岁，平均 20 岁。两组间通过统计学

卡方显著性检验法。 

3. 结果 

3.1. 大学生对性知识正确了解状况 

大学生对性知识的了解情况见表 1。 

 
3.2. 大学生对性传播疾病知识了解状况 

大学生对性传播疾病知识正确了解状况见表 2。 

3.3. 大学生性观念持有状况 

大学生性观念持有状况见表 3。 

4. 讨论 

在当今的社会人群中，大学生作为有较高文化素

质群体，但又处在人生的重要成长年龄段，虽然生理

发育上已成熟，但心理上，社会知识上特别在性健康

知识方面尚未成熟[1]，针对这些特殊现象我们开设了

大学生健康教育，其目的是为大学生系统介绍青春期

的性生理，性心理和性健康以及性传播疾病相关知

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人生观，调整和改进健康行为，

消除危险因素。参加选修课 1200 名大学生对性知识

和性传播疾病正确了解率明显高于未参加选修课 870

名大学生(P < 0.01)，性观念改变状况差异不显著。 

表 1 显示 1200 名大学生对性知识正确认知方面，

对性器官解剖认知为 900 人(75.0%)，其中男生 630 人

(72.0%)女生 270(83.0%)，女生明显高于男生。对于女 
 

Table 1. Understanding and comparis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on valid sexual knowledge among 1200 college students 
表 1. 1200 名大学生对性知识正确了解状况及男女比较 

男生(n = 875) 女生(n = 325) 合计(n = 1200) 
问题 

人数比例(%) 人数比例(%) 人数比例(%) 

男女性器官解剖 630 72.0 270 83.0** 900 75.0 

男生遗精女生初潮 532 60.8 312 96.0** 844 70.3 

男女生第二性征 863 98.6 321 98.8** 1184 98.7 

男女生手淫 312 35.7 102 31.4** 414 34.5 

注：与男生比较，**P < 0.01。 
 

Table 2. Understanding and comparis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on STDs among 1200 college students 
表 2. 1200 名大学生对性传播疾病知识正确了解及男女比较 

男生(n = 875) 女生(n = 325) 合计(n = 1200) 
问题 

人数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性传播疾病定义 720 82.3 285 87.7** 978 81.5 

国家重点监测的 
性传播疾病 

654 74.7 186 57.2** 840 70.0 

AIDS 全称及传播途径 81.5 93.1 305 93.8** 1120 93.3 

HIV 全称 632 72.2 301 92.6** 933 77.8 

淋病梅毒病原体 712 81.4 201 61.8** 913 76.0 

尖锐湿疣病原体 812 92.8 198 60.9** 1010 84.1 

如何预防性传播疾病 732 83.7 298 91.7** 1030 85.8 

注：与男生比较，**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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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Understanding and comparis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on attitude towards sex among 1200 college students 
表 3. 1200 名大学生性观念持有状况构成及男女比较 

男生(n = 875) 女生(n = 325) 合计(n = 1200) 
问题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对大学生婚前 
性行为的态度 

      

1) 可以理解 353 40.3 28 8.60** 381 31.7 

2) 不能理解 480 54.9 232 71.4** 712 59.3 

3) 没考虑 42 4.80 65 20.0** 107 8.90 

性交时是否要采取 
保护性措施 

      

1) 应该有 315 36.0 256 78.8** 571 47.6 

2) 不需要 560 64.0 69 21.2** 629 52.4 

患性病后的状况       

1) 到正规医院诊治 630 72.0 296 91.1** 926 77.1 

2) 有恐惧感 732 83.7 301 92.6** 1033 86.1 

注：与男生比较，**P < 0.01。 
 

生初潮，男生首次遗精问卷方面，女生认知率明显高

于男生，分别是男生 532(60.8%)、女生 270(38.0%)。

这一现象是因为女生初潮年龄要早于男生首次遗精

的年龄[2]。据资料女生的初潮年龄在 11~18 岁，多在

13~15 岁，近期有报道部分可在 9 岁。因而女生会更

早的关注这一生理现象来了解这方面的知识[3]。而在

第二性征认知方面，男女生的认知程度很接近，分别

是男生 863(98.6%)、女生 321(98.8%)。这是因为第一

性征的成熟是生理上的内在的，而第二性征也是生理

上的外露的很容易被观察到。如男生的喉结，声音变

化，肌肉发达，腋毛阴毛的出现；女生的乳房增大，

腋毛阴毛的出现。对于男女生手淫的了解状况，男女

生认知比例比较接近，分别是男生 312(35.7%)，女生

102(31.4%)，认知率较低，说明大学生对手淫的了解

还存在误区，觉得手淫是不健康的性行为，很丢人，

并且采取回避的态度。现代实验证明手淫是青春期男

女正常的性行为，正常有规律的手淫有助于性心理和

性功能的成熟[4]。 

在表 2 中，我们得知在校大学生对性传播疾病正

确了解程度比例较高，特别是对性传播疾病定义和

AIDS 全称以及 AIDS 传播途径了解度较高，分别是

978(81.5%)和 1120(93.3%)。说明在校大学生正处青春

期，对性知识，性传播疾病知识了解的欲望不断增强，

因而学校在这些方面宣传教育工作起到了相应的作

用。在预防性传播疾病方面仅次对 AIDS 的预防为

1030(85.8%)。说明预防为主的原则被在校大学生普遍

接受，认识上的提高，落实到行为上的防范是我们开

展健康教育的目的和原则，也是我们努力方向所在。 

在大学生性观念持有状况方面，婚前性行为可以

理解的男生 353(40.3%)，女生 28(8.6%)。男生的理解

率明显高于女生(P < 0.01)，有统计学上差异。而在不

能理解方面，男生 480(54.9%)、女生 232(74.4%)，男

女生理解率差异不明显，但女生在此项所占比例较高

(74.4%)，说明女生在婚前性行为接受度较低，多数持

否认态度。中国传统性道德、性观念对女生在这方面

选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男生在婚前性行为可与否

方面所占比例几乎相等。说明在校大学生对此方面了

解度男女之间有明显的差别，这可能与男女生所处的

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地位有关联[5]。婚前性行理解状

况回答没考虑是男生 42 人(4.80%)女生 65 人(20.0%)，

也说明了男女之间认知上差异。 

在回答性交是否要采取保护性措施问题上，采取

措施男生 315 人(36.0%)女生 256(78.8%)，女生明显高

于男生(P < 0.01)有统计学上的差异。而未采取措施男

女生则相反，男生 560 人(64.0%)女生 69 人(21.2%)。

这与女生对婚前性交可能会造成妊娠，感染性传播疾

病认知度有关，与女生生理解剖、心理状况和社会角

色有关。性交造成妊娠的后果对女性在生理上、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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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社会角色与名誉地位打击远远高于男生，结果造

成了男女生在此问题上认知的差异。 

患性病后男女生所处的状况上，到正规医院诊治

的男生 630 人(72.0%)、女生 296 人(91.1%)，在此认

可度较高，说明大学生对性传播疾病的危害的了解程

度不断地提高，驱使他们及时到正规医院诊治以免造

成严重的后果。而在患性病后是否有恐惧感方面，男

生 730 人(83.7%)女生 301 人(92.6%)。男生合计比例

也较高 1033(96.1%)，说明在校大学生对性传播疾病

知识以及性病所造成后遗症危害性认识上的提高，另

一方面患性病后惧怕别人知道，觉得很丢丑，也是原

因之一。 

近期年来，高校在对大学生开展性教育性健康方

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到了相应的效果。在校大学生

对性知识，性传播疾病的认识以及了解程度上普遍有

所提高，性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发生着相应的改

变，这是高校开展健康教育的根本所在。随着大学生

知识水平和对健康教育认知度不断提高，我们的健康

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教材的更新、课时减少和师

资力量薄弱等问题，我们将如何面对，如何改进，如

何满足在校大学生对知识要求，如何正确引导是我们

要进一步探讨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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