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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小学生青春期性知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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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杭州市小学生青春期性知识知晓情况，为开展青春期性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于2021年5月，选择

杭州市城区和城郊各5所小学的五、六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电子问卷调查小学生基本情况、青春期性知识知晓情

况及获取渠道等，分析小学生青春期性知识知晓情况。结果 有效调查1 812人，其中五年级学生861人，占47.52%；

六年级学生 951人，占 52.48%。男生 976人，占 53.86%；女生 836人，占 46.14%。城区 912人，占 50.33%；城郊 900
人，占49.67%。青春期生理知识、青春期卫生知识、隐私部位和性骚扰行为知晓率分别为53.20%、46.30%、60.49%和

92.55%。女生青春期生理知识、青春期卫生知识、隐私部位和性骚扰行为知晓率分别为 69.52%、55.74%、72.49%和

96.05%，均高于男生的39.14%、38.22%、50.20%和89.55%（χ2=168.001、55.619、93.550和27.621，均P<0.05）。六年

级学生青春期生理知识、隐私部位和性骚扰行为知晓率分别为 63.72%、64.56% 和 93.80%，均高于五年级学生的

41.58%、55.98%和91.17%（χ2=88.989、13.926和4.509，均P<0.05）。城区学生青春期生理知识、青春期卫生知识和性

骚扰行为知晓率分别为 69.96%、58.99% 和 96.16%，均高于城郊学生的 36.22%、33.44% 和 88.89% （χ2=207.041、
118.903和 34.754，均P<0.05）。小学生性知识获取渠道主要为父母和老师，分别为 1 208人和 1 161人，占 66.67%和

64.07%。性知识需求以生命的来源为主，969人占53.48%。结论 杭州市小学五、六年级学生青春期性知识知晓水平

有待提高，应重点关注男生、城郊学生，搭建学校-家庭-社区教育网络，提高小学生青春期性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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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adolescent sexual knowledge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Ha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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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wareness of adolescent sexual knowledge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Hangzhou City,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adolescent sex education. Methods In May 2021, grades 5 and 6 stu⁃
dents were sampled from 5 primary schools in urban areas and 5 primary schools in suburban areas of Hangzhou City.
The demographic features, awareness of adolescent sexual knowledge and sources of acquiring adolescent sexual knowl⁃
edge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electronic questionnaires, and the awareness of adolescent sexual knowledge were analyzed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Results Totally 1 812 students completed valid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861 grade 5
students ( 47.52% ) and 951 grade 6 students ( 52.48% ), 936 boys ( 53.86% ) and 836 girls (46.14%), and 912 students
living in urban areas (50.33%) and 900 students living in suburban areas ( 49.67% ). The awareness rates of adolescent
physiological knowledge, adolescent health knowledge, private parts and sexual harassment behaviors were 53.20%,
46.30%, 60.49% and 92.55%, respectively, and the awareness rates of adolescent physiological knowledge ( 69.52% vs.
39.14%; χ2=168.001), adolescent health knowledge (55.74% vs. 38.22%; χ2=55.619 ), private parts ( 72.49% vs. 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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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93.550 ) and sexual harassment behaviors ( 96.05% vs. 89.55%; χ2=27.621 )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irls than in
boys ( all P<0.05 ). The awareness rates of adolescent physiological knowledge ( 63.72% vs. 41.58%; χ2=88.989 ), private
parts ( 64.56% vs. 55.98%; χ2=13.926 ) and sexual harassment behaviors ( 93.80% vs. 91.17%; χ2=4.509 ) were signifi⁃
cantly greater among grade 6 students than among grade 5 students ( all P<0.05 ), and the awareness rates of adoles⁃
cent physiological knowledge ( 69.96% vs. 36.22%; χ2=207.041 ), adolescent health knowledge (58.99% vs. 33.44%; χ2=
118.903 ) and sexual harassment behaviors ( 96.16% vs. 88.89%; χ2=34.754 )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mong students
living in urban areas than among students living in suburban areas ( all P<0.05 ).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ainly ac⁃
quired sexual knowledge from their parents ( 1 208 students, 66.67% ) and teachers ( 1 161 students, 64.07%), and the
source of life was the predominant demand for sexual knowledge ( 969 students, 53.48% ). Conclusions The awareness
of adolescent sexual knowledge remains to be increased among grade 5 and 6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Hangzhou
City. More attention paid to male students and students living in suburban areas, and building a school-family-commu⁃
nity educational network are recommended to increase the awareness of adolescent sexual knowledge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sexual knowledge; sex education; primary school student; adolescence

青春期是儿童期到成人期的过渡阶段，受下丘脑

与垂体分泌的促性腺激素作用，性激素分泌逐渐增

加，内、外生殖器进一步发育。小学五、六年级学生

处于青春期早期，开始出现第二性征，对两性差异较

为敏感，易感到困扰和焦虑，可能出现心理与生理发

育不同步。青春期是性健康启蒙教育的关键时期，但

我国小学生普遍缺乏青春期性知识教育［1］。研究显

示，小学高年级学生存在性生理早熟，青春期性知识

储备却较为滞后，且这种现象在男生和农村地区更为

突出［2］。本研究于 2021 年 5 月对杭州市小学五、六

年级学生进行青春期性知识调查，了解不同性别、年

级和居住地学生青春期性知识知晓及需求情况，为开

展小学生青春期性教育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杭州市小学五、六年级学生为调查

对象。调查对象及家长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抽样方法 采用现况调查样本量计算公式，根

据预调查结果，小学生性知识知晓率为 20%，检验

水准取 0.05，考虑 15% 的失访率，至少应调查

1 768 人。从杭州市城区和城郊各随机抽取 5 所小

学，采用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从五、

六年级各随机抽取 3～4 个班级，对抽中班级的所有

学生进行调查。

1.2.2 问卷调查 参考《小学生性教育现状调查研究

问卷》［3］设计问卷，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在电脑教

室进行匿名电子问卷调查，调查开始前介绍调查目

的、意义和问卷填写规则，并强调本次调查的匿名

性和保密性。调查内容包括：（1） 基本情况，性

别、年级、年龄和居住地等。（2）青春期性知识知

晓情况，包括青春期生理知识、青春期卫生知识、

隐私部位和性骚扰行为 4 个方面。青春期生理知识

涉及男生长出阴毛、变声、出现喉结、睾丸和阴茎

增大以及遗精，女生长出阴毛、乳房变大、臀部变

宽和月经来潮等。青春期卫生知识涉及男生每天翻

起包皮清洗、包皮过长和包茎需就医，女生月经期

避免游泳和盆浴以及月经期间加强保暖等。隐私部

位包括性器官、臀部和胸部等。性骚扰行为包括被

触碰隐私部位、收到色情图片或视频、被要求拍摄

裸体或不雅动作以及他人暴露生殖器等。分别计算

4 个方面知识知晓率，知晓率 （%） = （知晓人数/
调查人数） ×100%。（3） 青春期性知识获取渠道，

包括父母、老师、同伴交流、网络、课外书籍和电

视广播等。（4）青春期性知识需求，包括生命的来

源、青春期生理变化、性器官和青春期卫生与保健。

问卷内容均为选择题，需在 30 min 内作答完毕。

1.3 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 3.1 软件录入数据，采

用 SPSS 13.0 软件统计分析。定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

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参与调查 1 900 人，有效调查

1 812 人，有效率为 95.37%。男生 976 人，占

53.86%；女生 836 人，占 46.14%。五年级学生 861
人，占 47.52%；六年级学生 951 人，占 52.48%。城

区 912 人，占 50.33%；城郊 900 人，占 49.67%。

2.2 青春期性知识知晓情况 知晓青春期生理知识

964 人，知晓率为 53.20%；知晓青春期卫生知识

839 人，知晓率为 46.30%；知晓隐私部位 1 09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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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率为 60.49%；知晓性骚扰行为 1 677 人，知晓

率为 92.55%。

女生青春期生理知识、青春期卫生知识、隐私部

位和性骚扰行为知晓率均高于男生（P<0.05）。六年

级学生青春期生理知识、隐私部位和性骚扰行为知晓

率均高于五年级学生（P<0.05）。城区学生青春期生

理知识、青春期卫生知识和性骚扰行为知晓率均高于

城郊学生（P<0.05）。见表 1。

表 1 小学生青春期性知识知晓率比较［n（%）］

Table 1 Comparison of adolescent sexual knowledge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n (%)]

项目 Item

性别Gender
男Male
女Female

χ2 值

P值

年级Grade
五Five
六Six

χ2 值

P值

居住地Residence
城区Urban area
城郊Suburb area

χ2 值

P值

青春期生理知识

Adolescent physiological
knowledge

382（39.14）
582（69.52）

168.001
<0.001

358（41.58）
606（63.72）

88.989
<0.001

638（69.96）
326（36.22）

207.041
<0.001

青春期卫生知识

Adolescent health
knowledge

373（38.22）
466（55.74）

55.619
<0.001

384（44.60）
455（47.84）

1.914
0.167

538（58.99）
301（33.44）

118.903
<0.001

隐私部位

Private parts

490（50.20）
606（72.49）

93.550
<0.001

482（55.98）
614（64.56）

13.926
<0.001

572（62.72）
524（58.22）

3.833
0.050

性骚扰行为

Sexual harassment
behaviors

874（89.55）
803（96.05）

27.621
<0.001

785（91.17）
892（93.80）

4.509
0.034

877（96.16）
800（88.89）

34.754
<0.001

2.3 青春期性知识获取渠道 小学生青春期性知识

获取渠道为父母 1 208 人，占 66.67%；老师 1 161
人，占 64.07%；同伴交流 593 人，占 32.73%；网络

553 人，占 30.52%；课外书籍 447 人，占 24.67%；

电视广播 398 人，占 21.96%。

2.4 青春期性知识需求 希望了解生命的来源 969
人 ， 占 53.48%； 青 春 期 生 理 变 化 807 人 ， 占

44.54%；青春期卫生与保健 621 人，占 34.27%；性

器官 444 人，占 24.50%。

3 讨 论

本次调查杭州市小学五、六年级学生 1 812 人，

青春期生理知识和青春期卫生知识知晓率较低，分别

为 53.20% 和 46.30%，与聂慧敏等［4］和马远珠等［5］

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可能与小学性教育课程内容不

够全面，家长缺乏性教育意识甚至回避性教育有

关［6-7］。隐私部位知晓率为 60.49%，低于湖南省调

查结果 （76%）［8］。性骚扰行为知晓率较高，为

92.55%，考虑与杭州市小学每学期均通过学生安全

平台开展性安全教育有关。女生青春期生理知识、青

春期卫生知识、隐私部位和性骚扰行为的知晓率均高

于男生，可能与该年龄段女生出现月经初潮，对生理

变化较为敏感，更加注重个人卫生有关。同时，学校

和家庭更为注重女生的安全教育，因而性骚扰防范意

识较强。然而，随着社交软件、直播平台的普及，网

络性骚扰事件频发，男生受到性骚扰、性侵的概率逐

年升高［9］，提示不应忽视男生的青春期性知识教育。

六年级学生青春期生理知识、隐私部位和性骚扰行为

知晓率均高于五年级学生，可能与六年级学生了解青

春期知识的渠道更多，理解能力更强有关。城区学生

青春期生理知识、青春期卫生知识和性骚扰行为的知

晓率均高于城郊学生，与既往研究结果［10］一致，可

能与城区小学生家长文化程度较高，注重家庭性教育

有关。

小学生青春期性知识的主要获取渠道为父母和老

师，与既往研究结果［11］一致。对于小学生而言，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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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和老师的权威性较高，是孩子重要的性启蒙教育

者，但通过父母和老师获取青春期性知识的学生分别

占 66.67% 和 64.07%，提示家庭和学校的青春期性

教育普及度有待提高。建议发挥学校性教育主阵地作

用，系统设置小学性教育内容，把握不同年级性教育

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做到适时适度，将性教育内容融

入校园文化活动。同时，性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须发挥家庭和社区的支持作用，应重视家长培训，提

高家长性教育意识和能力［12］；社区应加强性文化和

性教育场馆建设，开辟青少年性教育基地，通过媒

体、市民学校、科普论坛等渠道，传播健康的性知识

和性文化。本次调查显示 30.52% 的小学生通过网络

获取性知识，提示可借助“互联网+”构建开放、便

捷、互动的性教育网络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青春期

性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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