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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性行为和性态度、
性知识的特点及关系

彭彧华 　沈 　莉 　沃建中 　向燕辉 　李二霞 　邹高祥 　刘 　扬

　　【内容摘要】本文应用问卷对北京市 1151 名大学生进行性行为和性态度、性知识的特点及关系调

查分析。结果显示 : (1)自编或改编的性行为、性知识和性态度问卷具有心理测量学所认可的信效度 ;

(2) 13. 7 %的大学生发生过性行为 ,无显著的年级差异 ,但性别差异显著 ;性态度存在显著的年级和性

别差异 ;大学生掌握的性知识非常贫乏 ,且存在显著的年级和性别差异 ; (3) 大学生的性态度和性知识

与性行为呈显著的相关关系 ,性知识中的性生活知识和避孕知识 ,性态度中的责任心、工具性、宽容

性、愉悦性维度能较好的预测大学生的性行为。因此 ,大学生的性行为、性态度和性知识各有其发展

特点 ,性态度和性知识中的不同维度对性行为有不同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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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investigating sexual behavior , sexual at tit udes and sexual knowledge among college

st udent s ,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151 college st udent s in Beijing. Result s

show that (1) Self - const ructed or recomposed Questionnaire on sexual behavior , sexual at tit udes

and sexual knowledge had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 (2) 13. 7 %of t he college st udent s had experi2
enced sexual intercourse , and t he difference is not significant among grades but significant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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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性行为 (本文特指性交行为) 是当今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研究

大学生性行为的特点是做好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基础。当代大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以往的大学生

有很大的不同 ,无论是从物质生活的充裕性 ,社会思想的开放性 ,还是人们普遍对“性”的相对宽容性 ,

都使得当代的大学生在性行为上可能会表现出新的特点。

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学生生理和心理的基本成熟使得他们对于探究两性的秘密表现出前所未有

的好奇心并有很强的尝试欲望。近年来 ,西方“性解放”、“性自由”等思想的传入 ,媒体及网络中良莠

不齐性信息的传播和诱导 ,以及性教育的缺乏 ,使大学生的性行为似乎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胡珍等

人1 曾于 2000 年对大学生的性行为进行调查 ,发现自述有过性交行为的人占全部调查对象的

11. 13 % ,比 10 年前刘达临2 的调查结果 9. 18 %高出 1. 15 % ,也高于潘绥铭教授3 1991、1995、1997

年三次对全国正规高校本科生的性行为调查结果 (大学生发生过性交行为的比例分别为 10. 15 %、

9. 14 %和 10. 11 %) 。姚信和俞文娴4 在 2005 年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已经发生性交行为人数占总体

的11. 8 %。1990 年男女大学生与异性发生性行为都是在“20～22 岁”时达到高峰 ,而 2000 年的调查却

在“17～19 岁”期间达到高峰 ,10 年间提前了一个年龄段1 。而据上海市计划生育科研组近期的调查

表明 ,青少年发生首次性行为的年龄在逐渐变小 ,且非意愿性妊娠的发生率明显增高 ,性传播疾病的

发生率明显增加 ,艾滋病感染概率提高。此外 ,由于缺乏有效的性教育 ,青少年普遍缺乏避孕及采取

安全性行为来预防性传播疾病方面的知识和技巧5 。这说明 ,对大学生甚至是青少年进行性教育变得

非常的迫切。

关注大学生的性行为关注大学生的性教育就必须了解影响大学生性行为的因素。心理学理论认

为 ,人们所拥有的信念、态度、知识等都会影响个体的行为6 。不同的性态度和性知识往往会导致不同

的性行为。性态度是人们对性行为进行判断和认识的价值标准 ,它是一定时期人的性心理固定化、系

统化的思想反映 ,其核心问题是对于性问题的道德评价7 。性态度与个人的志趣、所受教育、生活道路

上的文化沟通有关 , 故而通常代表特定群体的思想倾向 ,属于个体或群体信念、价值观的范畴。不同

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人 , 性态度都有可能千差万别。而态度或观念不仅是一种

文化现象 ,而且对行为的影响极大。刘刚等8 对大学生性行为影响因素的典型相关分析发现 ,大学生

的性态度与性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 ,李爱兰等人9 对北京市大学生性态度和性行为的调查分析发

现 ,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是影响婚前性行为的首要显著因素。张原震10对郑州市大学生性行为

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 ,性态度对性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对待性态度比较开放的男性大

学生 ,与异性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分别是较为保守大学生的 4 倍和 3 倍 ;对待性态度比较开放的女性

大学生 ,与异性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是较为保守大学生的 3 倍。

知识的丰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态度11 ,大学生性知识的掌握情况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性态度与性

行为。刘刚等人8 发现大学生的性知识与性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而接触过色情电影及书籍的

女大学生与异性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是那些没有接触过的 5 倍10 。Linda 等对 915 名美国南部地区大

学生做的调查 ,调查内容有性知识及大学生过去所接受的性教育情况 ,研究发现“年级”这个影响因素

可以解释大学生性行为变异的 10. 8 % ,“性别”解释率为 4. 3 % ,“种族”为 3. 3 % ,“过去性教育的指导”

只解释了 0. 7 % ,说明大学生还非常需要补充基本的性知识12 。Deniz 等人13 通过调查土耳其 2217 名

大学生的性知识、性态度及危险性行为 ,结果发现随着入学年限的延长 ,大学生会有更多的性活动 ;男

大学生比女大学生更懂得关于性传播疾病方面的知识 ,但他们反而比女大学生更不担心也更不在意

会染上性传播疾病。这表明大学生掌握了性知识或有着正确的性态度 ,并不意味着会有相应表现出

来的性行为 ,知识、态度和行为之间往往可能并不一致。

总之 ,受生理、心理与社会文化共同影响制约的性行为在不同时期就会有不同的表现。适时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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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学生的性行为现状进行调查研究 ,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这成为本研究的一个

出发点 ,即我国大学生性行为的现状与特点。而欲对大学生的性行为进行相关的教育与干预 ,则必须

要了解影响大学生性行为的相关因素 ,这成为本研究的另一个出发点 ,即性知识、性态度的特点及对

个体性行为的影响。

目前的关于大学生性行为及影响因素 (尤其是性态度和性知识) 的研究往往比较笼统 ,缺乏深入

探讨。且有的相关研究经常把性知识、性态度、性行为分割开来或者平行进行研究。从性知识、态度

与行为的不同来看 ,这种层次思考是正确的。然而 ,性知识、性态度、性行为不是完全平行的 ,它们之

间存在着不同相关影响的关系。试图通过性知识或性态度影响性行为的性教育就可能是不当的 ,性

知识和性态度究竟如何对性行为产生影响还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选择北京市六所高校 (重点高校四所 ,一般高校两所) 1161 名大学生进行正式施测。问卷全部收

回 ,其中有效问卷 1151 份 ;男大学生 596 人 ,女大学生 555 人 ;大一 427 人 ,大二 275 人 ,大三 242 人 ,

大四 207 人。调查群体的年龄在 17～26 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 20. 43 岁。有些被试对问卷的个别项目

漏答 ,这些问卷仍然作为有效问卷 ,缺失值在相应分析中做了必要排除。

1 . 2 　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大学生性行为的发展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问卷分为两

个部分 :大学生性行为和性知识问卷、大学生性态度问卷。从问卷的编制到施测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

编制问卷 ,其次培训主试 ,最后以班级为单位现场施测并当场收回问卷。

问卷的编制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 (1)前期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 (2) 前人问卷的比较与整合 ; (3) 初步

构思问卷的结构 ,完成初始化问卷 ; (4) 由 6 名心理学专业人士 (硕博士) 和 4 名非心理学人士 (硕博

士)对部分大学生进行访谈 ,完成对初始问卷的修订 ; (5) 形成初步的问卷 ,进行第一次预测 (共 80 名

大学生 ,男女各半 ,4 个年级各 20 人 ,涵盖文理学科) ; (6)进行问卷分析 ,删除过于偏态分布、被试回答

率较低的题目 ,修改歧义或不全的选项 ,初步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形成问卷的初步结构 ; (7) 由 2 名

专家进一步对问卷的题目、结构等进行审核 ,形成正式施测的问卷。

1. 2. 1 　大学生性行为及性知识问卷

本研究中 ,大学生性行为和性知识问卷是在参照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对资料进行整理与文献

分析 ,依照相关的理论 ,自编而成。性行为主要考察个体性行为发生现状 (包括“不想发生 ,实未发

生”、“想发生 ,实未发生”和“已发生”三个维度 ,各有“是”和“否”两个选项) 。对性知识的考查包括性

成熟知识、性生活知识、避孕知识、优生优育知识和性病知识五个指标 ,问卷答题方式采用单选或判断

对错 ,以正确答案计分。

1. 2. 2 　大学生性态度问卷

本次使用的大学生性态度问卷是在 Hendrick (1987) 编制 ,Armelle Le Gall 等人 (2002) 修订的多

维性态度量表 (Multidimensionality of Sexual Attit udes) 14的基础上 ,进行修订、删改。原问卷分为责

任感、工具性、宽容性、愉悦性和交流性五个维度 ,其问卷各维度的克隆巴赫α系数 (Cronbach’s coef2
ficient alp ha)在 0. 60 到 0. 73 之间。交流性指的是在性关系中强调双方的互动 ,分数越高 ,说明越喜

欢与异性进行性的交流与尝试 ;宽容性指的是对发生性行为的宽容 ,分数越高 ,对待性的随意性越大 ;

愉悦性指的是注重性关系中情绪情感的体验 ,分数越高 ,说明对性的感官追求越高 ;工具性指的是把

性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 ,分数越高 ,说明对性的工具目的性越强 ;责任性指的是不轻易发生性行为 ,发

生性行为后能够负责任 ,为和其他维度保持一致 ,对责任心设置了反向计分 ,分数越高 ,责任心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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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答题方式均为五点计分 ,分别是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基本同意、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 ,依次

记为 1～5 分。

1 . 3 　统计分析

剔除无效问卷 ,有效问卷数据统一转化为标准分数后 ,用 SPSS15. 0 和 AMOS 7. 0 对数据进行管

理和统计处理。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卡方检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

2 　结果

2 . 1 　问卷的信效度分析

2. 1. 1 　各问卷的信度分析

以克隆巴赫α系数作为问卷内部一致性指标 ,经检验 ,性知识各维度的α系数在 0. 699～0. 812

之间 ,性态度各维度的α系数在 0. 690～0. 824 之间。

2. 1. 2 　性态度问卷的效度分析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四个分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各模型指数见表 1。

表 1 　大学生性态度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

Table 1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Collage Student s Sexual Attitude Questionnaire

拟合指数 χ2 df χ2 / df GFI N FI CFI RMSEA

766. 47 160 4. 790 0. 935 0. 901 0. 919 0. 057

　　注 :χ2 / df 小于 2 表示模型拟合很好 ,在 2～5 之间可以接受 , GFI、NFI、CFI大于 0. 95 表示拟合很好 ,大于 0. 9 表

示拟合较好 ,RMSEA 小于 0. 05 表示拟合很好 ,小于 0. 08 表示拟合较好。

经验证性因素分析 ,各个指标都已达到心理测量学可以接受的范围 ,这表明性态度问卷有良好的

构想效度。

2 . 2 　大学生性行为和性态度、性知识的特点

2. 2. 1 　大学生已发生性行为的特点

对大学生已发生性行为的年级和性别差异进行卡方检验 ,发现不存在显著性的年级差异 (χ2 = 0. 00 ,

P ﹥ 0. 05) ,说明性行为在大学期间发展平缓 ,不过大二略高一些。性别差异极其显著 (χ2 = 15. 83 ,

P ﹤ 0. 001) ,这说明男大学生发生性行为的人数比例远大于女大学生 ,见表 2。

表 2 　大学生已发生性行为比例的年级和性别差异

Table 2 　Result s of Chi2Square Test for Sexual Behaviors of Collage Student s Among Grades and Between Genders

大一 ( %) 大二 ( %) 大三 ( %) 大四 ( %) 男 ( %) 女 ( %) 总体 ( %)

已发生性行为 12. 4 16 12. 8 14. 4 18. 1 9. 4 13. 7

　　注 :百分数代表发生性行为的人数占该群体总人数的百分比。

2. 2. 2 　大学生性态度的特点

大学生性态度的年级变化趋势和性别差异情况列于表 3 ,分数越高表明性态度越倾向于开放。

对大学生性态度的年级和性别差异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年级差异显著 ( F (3 ,1139) = 2. 67 ,

P ﹤ 0. 05) ,事后检验表明 ,差异源来自于大一和大三 ( P ﹤ 0. 01) 、大二和大三 ( P ﹤ 0. 01) 、大三和大

四 ( P ﹤ 0. 05) ,大三显著高于大一、大二和大四 ,这说明大三学生比大一、大二和大四学生的性态度要

开放些。性别差异极其显著 ( F (1 ,1139) = 186. 18 , P ﹤ 0. 001) ,男大学生得分高于女大学生 ,这说明

男大学生比女大学生的性态度更为开放 ;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显著 ( F (3 ,1139) = 5. 07 ,P ﹤ 0.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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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发现 ,大学生的性态度随年级的发展出现波浪式变化 ,从大一到大二有所降低 ,大二到大

三开始上升 ,到大四又有所下降 ,见表 3。

表 3 　大学生性态度的年级和性别差异( ±s)

Table 3 　Result s of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Sexual Attitudes of Collage Student s Among Grades and Between

男 女 总体

大一 3. 27 ±0. 47 2. 71 ±0. 54 3. 00 ±0. 58

大二 3. 19 ±0. 45 2. 83 ±0. 43 2. 99 ±0. 47

大三 3. 28 ±0. 46 2. 91 ±0. 49 3. 12 ±0. 51

大四 3. 15 ±0. 38 2. 85 ±0. 45 3. 03 ±0. 44

总体 3. 23 ±0. 45 2. 80 ±0. 49 3. 03 ±0. 52

2. 2. 3 　大学生性知识的特点

大学生性知识的总体正确率为 34. 5 % ,其中性成熟知识和性生活知识的正确率都是 38. 0 % ,优

生优育知识正确率达 32. 8 % ,避孕知识达 30. 2 % ,性病知识达 53. 7 %。男大学生的正确率是 37. 9 % ,

女大学生的正确率是 30. 8 % ;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的正确率分别为 33. 8 %、32. 3 %、38. 9 %、

33. 8 %。大学生性知识平均数的年级变化趋势和性别差异情况列于表 4。

表 4 　大学生性知识平均数的年级和性别差异

Table 4 　Results of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Sexual Knowledge of Collage Student s

Among Grades and Between Genders

男 女 总体

大一 11. 06 ±6. 00 8. 51 ±4. 99 9. 80 ±5. 66

大二 11. 06 ±5. 50 8. 82 ±5. 75 9. 36 ±5. 66

大三 11. 06 ±5. 73 9. 57 ±5. 44 11. 29 ±5. 80

大四 11. 06 ±5. 84 9. 47 ±6. 09 9. 80 ±5. 93

总体 11. 06 ±5. 88 8. 94 ±5. 47 10. 01 ±5. 77

　　对大学生性知识的年级和性别差异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年级差异显著 ( F (3 ,1139) = 4. 31 ,

P ﹤ 0. 05) ,事后检验表明 ,差异源来自于大一和大三 ( P ﹤ 0. 01) 、大二和大三 ( P ﹤ 0. 001) 及大三和

大四 ( P ﹤ 0. 01) ,大三显著高于大一、大二和大四 ,这说明大三学生掌握的性知识最多。性别差异极

其显著 ( F (1 ,1139) = 60. 02 ,P ﹤ 0. 001) ,男大学生得分高于女大学生 ,这说明男大学生掌握的性知识

比女大学生掌握的要多 ;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 F (3 ,1139) = 2. 28 , P ﹥ 0. 05) 。进一步分析

发现 ,大学生的性知识随年级的发展而出现波浪式变化 ,具体来说 ,从大一到大二有所下降 ,大二到大

三显著上升 ,到大四又显著下降。

2 . 3 　性态度、性知识与性行为的相关关系

对性态度、性知识及性行为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见表 5。性知识与性态度呈正相关 ,性态度、性知

识与性行为也均呈正相关 ,且相关非常显著 ( P ﹤ 0. 01) ,这说明大学生的性知识越丰富 ,性态度越开

放 ,而性态度越开放、性知识越丰富 ,也就越倾向于发生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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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大学生的性态度、性知识与性交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5 　Result 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Collage Student s’

Sexual Attitudes , Sexual Knowledge and Sexual Behaviors

1 2 3

1 性态度 —

2 性知识 0. 27 3 3 —

　3 性交行为 0. 45 3 3 0. 21 3 3 —

　　　　　　　　　注 : 3 3 P ﹤ 0. 01。

2 . 4 　性知识对性态度的多元回归分析及性知识、性态度对性行为的多元回归分析

2. 4. 1 　性知识对性态度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性知识各维度为自变量 ,对性态度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6。

表 6 　性知识对性态度的多元回归

Table 6 　Sexual Knowledge Effect s on Sexual Attitudes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预测变量 自变量 决定系数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偏回归系数 t P

性态度 性成熟知识 0. 13 0. 08 0. 03 0. 08 2. 48 0. 013

性生活知识 0. 19 0. 03 0. 19 5. 52 0. 000

优生优育知识 - 0. 06 0. 03 - 0. 06 - 1. 93 0. 054

避孕知识 0. 01 0. 03 0. 01 0. 21 0. 837

性病知识 0. 22 0. 03 0. 22 6. 69 0. 000

常数 0. 02 0. 03 0. 00 1. 000

　　结果显示 ,性生活知识和性病知识维度的回归效应极其显著 ( P ﹤ 0. 001) ,且正向预测性态度 ,

说明大学生掌握的性生活知识和性病知识越丰富 ,性态度越开放。性成熟知识维度的回归效应显著

( P ﹤ 0. 05) ,说明大学生掌握的性成熟知识越多 ,性态度越倾向于开放。优生优育知识维度的回归效

应接近显著性水平 ,且负向预测性态度 ,说明大学生掌握的优生优育知识越多则性态度越倾向于保

守。避孕知识维度的回归效应不显著。

2. 4. 2 　性态度、性知识对性行为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性知识各维度和性态度各维度为自变量 ,对性行为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7。

表 7 　性态度与性知识对性行为的多元回归

Table 7 　Sexual Attitudes and Sexual Knowledge Effect s on Sexual Behaviors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预测变量 自变量 决定系数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偏回归系数 t P

性行为 性成熟知识 0. 26 0. 00 0. 03 0. 00 0. 01 0. 989

性生活知识 0. 13 0. 03 0. 13 3. 96 0. 000

优生优育知识 0. 03 0. 03 0. 03 1. 00 0. 320

避孕知识 0. 03 0. 03 0. 03 0. 76 0. 439

性病知识 - 0. 06 0. 03 - 0. 06 - 1. 91 0. 057

责任心 0. 06 0. 03 0. 06 2. 09 0. 037



　6 期彭彧华　沈 莉　沃建中　向燕辉　李二霞　邹高祥　刘 扬　当代大学生性行为和性态度、性知识的特点及关系 91　　　

续表

预测变量 自变量 决定系数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偏回归系数 t P

工具性 0. 06 0. 03 0. 06 2. 05 0. 041

宽容性 0. 33 0. 03 0. 33 10. 96 0. 000

愉悦度 0. 15 0. 03 0. 15 4. 85 0. 000

交流性 0. 05 0. 03 0. 05 1. 84 0. 070

常数 0. 00 0. 03 0. 00 1. 000

从表 7 可以看出 ,性知识中的性生活知识维度的回归效应极其显著 ( P ﹤ 0. 001) ,且正向预测性

行为 ,说明大学生掌握的性生活知识越丰富 ,越倾向于发生性行为 ;性病知识维度的回归效应接近显

著性水平 ,且负向预测性行为 ,说明大学生掌握的性病知识越多则性行为发生的越少 ;性成熟知识、优

生优育知识和避孕知识维度的回归效应不显著。性态度中除了交流性维度回归效应不显著外 ,其它

性态度维度的回归效应均显著 ( P ﹤ 0. 05) ,且都呈正向预测 ,说明大学生在性态度中责任心越低、工

具目的性越强、随意性越大、感官追求越强 ,越倾向于发生性行为。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已经发生性行为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 13. 7 % ,比胡珍和史春琳1的调查

结果 (11. 13 %)以及姚信和俞文娴4的调查结果 (11. 8 %)都要高 ,也高于来小彬等人在 2002 年对北京

市大学生性行为进行的研究结果 (有 7. 8 %的男大学生和 2. 5 %的女大学生有过性行为经历) 14综合本

研究及诸多前人的研究来看 ,大学生发生性交行为的人数比例在不断升高 ,不过这能否说明我国大学

生性行为发生率存在逐年增加的趋势 ,还需作进一步的动态研究。这也说明对大学生开展切实可行

的性教育变得非常的紧迫。结果还显示大学生已发生性行为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不过大二学生

的比例略高。男大学生发生行为的人数比例为 18. 1 % ,远远高于女大学生的人数比例 (9. 4 %) ,可见

男大学生的性行为更需要正确的引导。

在对待性的态度上 ,大三的学生最为开放 ,这与李宁等人15的研究是一致的 ,大三学生赞成婚前同

居的人数比例最高 ,这可能因为大三的学生对大学生活与学习已逐渐适应 ,部分恋爱者也有了一段时

间的交往 ,此时学习或毕业找工作的压力都较小 ,且相对宽松的环境及缺乏正确的引导都可能会使部

分大学生在性行为方面会持较为开放的态度。男大学生比女大学生性态度更为开放 ,这和已有的研

究保持一致 ,如钱兰英17在研究中发现男大学生对待性与婚姻的态度比女大学生更开放和自由 ,叶丽

红等人18也发现男大学生在对婚前性行为的观念上较女大学生更宽容。

研究还发现 ,大学生性知识的总体正确率只达到 34. 3 % ,可见大学生所掌握的性知识非常的贫

乏 ,并且对性有不少错误的认识。关于性的知识本应该是一门生活常识 ,但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 ,无

论是社会、家庭还是学校 ,对性都忌讳莫深 ,性知识对青少年甚至是大学生往往是闭嘴不谈 ,性知识教

育的缺失导致大学生的性知识较为贫乏。就性知识的发展特点来说 ,大三学生对性知识的掌握水平

最高 (38. 9 %) ,男大学生的性知识水平 (37. 9 %)显著高于女大学生 (30. 8 %) ,这同大学生性态度开放

程度的年级和性别差异特点相似。

性态度、性知识与性行为的相关分析表明大学生的性态度和性知识与性行为均呈非常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 ,可见性态度和性知识是影响性行为的重要因素。性知识中的性生活知识和避孕知识以及

性态度中的责任心、工具性、宽容性、愉悦性维度能较好的预测大学生的性行为 ,这说明大学生性行为

的发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性态度的开放程度及性生活知识及性病知识丰富程度的影响 ,这告诉

我们要重视大学生正确性态度的培养及性知识的合理教育。性知识对性态度的回归分析发现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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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掌握的性生活知识、性病知识及性成熟知识越多 ,性态度越开放 ,而优生优育知识越多性态度越保

守 ,这对大学生的性态度教育是一个很好的启发。此外 ,掌握的性病知识越多性态度却越开放 ,这与

Deniz 等人13的研究类似 ,说明性知识与性态度并不完全一致。

4 　结论

本研究得出了如下几点结论 :

(1)自编的大学生性知识问卷具有心理测量学所认可的信度 ,它包括性成熟知识、性生活知识、优

生优育知识、避孕知识和性病知识五个维度。改编的大学生性态度问卷具有心理测量学所认可的信

效度 ,它包括责任心、工具性、宽容性、愉悦度和交流性五个维度。

(2)大学生已发生性行为的人数比例较前人的研究结果有所上升 ,但没有显著的年级差异 ,不过

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男大学生远远高于女大学生。大三学生的性态度最为开放 ,男大学生的性态度

显著高于女大学生。大学生掌握的性知识非常贫乏 ,相对来说性病知识掌握的程度稍好 ,但也很不乐

观。且存在显著的年级和性别差异 ,大三和男大学生掌握的性知识最多。

(3)大学生的性态度和性知识是影响性行为的重要因素。大学生对性的责任心越低、工具目的性

越强、随意性越大、感官追求越强 ,则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大学生掌握的性生活知识越多 ,发生

性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性病知识则恰好相反。大学生的性生活知识、性病知识及性成熟知识越多 ,性

态度越开放 ,优生优育知识越多性态度越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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