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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农村大班儿童性教育知识知晓水平、性相关行为发生情况及相关因素ꎬ为开展幼儿性教育活动提供

参考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ꎬ在 ２０１９ 年 ３—５ 月ꎬ对四川省农村 １６ 所幼儿园的 ３２４ 名大班儿童及其家长ꎬ采
用自编问卷对基本人口学特征、幼儿性教育相关知识和行为等进行调查ꎮ 结果　 研究对象知识得分为 ５(４ꎬ６)分ꎬ知晓率

为 ３３.６％(１０９ 名)ꎮ 性相关行为习惯良好的占 ７５.０％(２４３ 名)ꎬ尚需改进的占 ２５.０％(８１ 名)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ꎬ与不知晓幼儿性教育相关知识的孩子相比ꎬ知晓者有良好的性相关行为可能性更高(ＯＲ ＝ ２.０６ꎬ９５％ＣＩ ＝ １.１４ ~
３.７２)ꎻ开展性教育的家长人数≥２ 位的孩子有良好的性相关行为的可能性较家长人数为 ０ 位的高(ＯＲ＝ ２.４０ꎬ９５％ＣＩ ＝ １.１７
~ ４.８９)ꎮ 结论　 四川农村地区大班儿童性教育知识知晓情况较差ꎬ多数孩子的行为习惯尚需改进ꎮ 孩子的性教育知识知

晓情况和开展幼儿性教育的家长人数与孩子性相关行为有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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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性教育能够使受教育者获得准确且适龄的

知识、态度和技能ꎬ建立积极的性价值观ꎬ进而推迟初

次性行为年龄、增加安全套使用率、减少意外妊娠

等[１] ꎮ 儿童的性发展从出生就已经开始[２－３] ꎬ３ ~ ６ 岁

是性教育的关键期[４] ꎮ 但幼儿性教育却一直是学龄

前教育的短板[３ꎬ５] ꎮ 农村地区性教育观念落后ꎬ且无

论是教师还是家长ꎬ均缺乏幼儿性教育相关知识和开

展能力ꎬ存在的问题更加突出[６－７] 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９ 年

３—５ 月在四川农村地区开展家园合作幼儿性教育模

式研究的基线调查ꎬ调查了解农村大班儿童性教育的

知识知晓和性相关行为发生情况ꎬ并分析影响因素ꎬ
为在农村地区开展幼儿性教育活动提供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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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四川省各乡镇农村幼儿园大班儿童及

其家长为研究对象ꎮ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３—５ 月ꎬ在四川绵阳市和泸州市选取经济条

件较好和一般的区 / 县各 ２ 个ꎬ共计 ４ 个区 / 县ꎬ然后在

每个区 / 县中随机抽取 ２ 个乡镇ꎬ每个乡镇随机抽取办

学规模≥１００ 人的公立、私立幼儿园各 １ 所ꎬ共计 １６
所幼儿园ꎻ在每所幼儿园中分别选取 １５ ~ ２５ 名大班儿

童及其家长进行调查ꎮ 共发放问卷 ３４１ 份ꎬ收回有效

问卷 ３２４ 份ꎬ有效应答率为 ９５.０％ꎮ 来自经济状况较

好地区的占 ５０.９％ꎬ一般的占 ４９.１％ꎻ公立幼儿园学生

占 ５３.４％ꎬ私立幼儿园占 ４６.６％ꎮ 本研究经西南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号:ＫＹ２０１９１２２)ꎮ
１.２　 方法　 由经统一培训且资质与能力均合格的调

查员采用自行设计的农村幼儿园性教育现状及对策

研究调查表ꎬ在获得调查对象 / 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后

进行调查ꎮ 问卷通过查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

«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 (修订版)等[１ꎬ８－９] 相关文

献、咨询本领域专家意见设计ꎬ并根据预调查结果修

改而成ꎮ 先由大班儿童的家长采用自填式或面对面

调查的方式完成问卷的家庭状况和家长对幼儿性教

育的知信行部分后ꎬ再对孩子采用面对面调查的方式

完成幼儿部分的问卷ꎮ 幼儿部分问卷内容主要包括

对性教育的认知和性相关行为情况ꎮ
１.３　 相关概念定义 　 (１)幼儿性教育相关知识知晓

率:本研究幼儿问卷部分的性知识条目共有 １０ 个ꎬ每
个条目回答正确得“１”分ꎬ错误得“０”分ꎬ总分 １０ 分ꎬ
以总分≥７ 分为知晓ꎬ计算幼儿性教育相关知识知晓

率ꎮ (２)幼儿性相关行为习惯状况[１０－１１] :本研究幼儿

问卷部分的性相关行为条目共 ６ 个ꎬ将正确行为发生

个数为 ５ ~ ６ 个定义为行为习惯良好ꎬ０ ~ ４ 个定义为行

为习惯尚需改进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建立数据库ꎬ双
人双录入数据并抽样检查ꎬ结果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进行

统计分析ꎮ 定量资料不符合正态分布ꎬ采用 Ｍ( Ｐ２５ꎬ
Ｐ７５)描述ꎬ定性资料采用百分率和构成比描述ꎬ影响因

素分析采用 χ２ 检验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检验

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知识回答情况 　 大班儿童知识得分平均分为 ６
(５ꎬ７)分ꎻ０ ~ ６ 分的占 ６６.４％ (２１５ 名)ꎬ７ ~ ８ 分的占

２９.０％(９４ 名)ꎬ９ ~ １０ 分的占 ４.６％(１５ 名)ꎻ知晓率为

３３.６％(１０９ / ３２４)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大班儿童性相关知识回答正确率(ｎ ＝ ３２４)

知识
正确

人数

正确率

/ ％
小宝宝是从哪里来的 ２０６ ６３.６
长大后ꎬ你可以和妈妈(爸爸)结婚吗 １０８ ３３.３
女孩有没有小鸡鸡 １６６ ５１.２
男孩需不需要每天洗小鸡鸡 １９７ ６０.８
女孩需不需要每天洗小屁屁 ２１４ ６６.０
长大后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３１１ ９６.０
男孩能不能穿粉红色 / 花衣服 ５２ １６.０
男孩和女孩的哪些部位不能随意给别人看和摸 １１１ ３４.３
同学被坏人欺负了ꎬ你会不会嘲笑他 / 不理他 ２５９ ７９.９
如果有人给你糖 / 钱 / 礼物让你脱光衣服ꎬ你应该怎么办 ２５５ ７８.７

２.２　 性相关行为习惯　 ３２４ 名大班儿童中ꎬ行为习惯

良好的占 ７５.０％ (２４３ 名)ꎬ尚需改进的占 ２５.０％ (８１
名)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大班儿童性相关行为习惯回答正确率(ｎ ＝ ３２４)

行为习惯
正确

人数

正确率

/ ％
在小朋友不同意时ꎬ有没有随便亲 / 抱他 ２４９ ７６.９
有没有每天洗小鸡鸡 / 小屁屁(或家长有没有每天给你洗小鸡鸡 １８０ ５５.６
　 / 小屁屁)
你有没有偷看别人上厕所 / 洗澡 ２６９ ８３.０
除了洗澡和换衣服ꎬ有没有在别人面前不穿衣服(光溜溜) ２８８ ８８.９
除了洗澡和换衣服ꎬ有没有给别人看或者摸过自己的小屁屁 / 小鸡 ２９２ ９０.１
　 鸡 / 小胸口
有没有看或者摸过别人的小屁屁 / 小鸡鸡 / 小胸口 ２９９ ９２.３

２.３　 性相关行为习惯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以性

相关行为习惯为因变量ꎬ地区经济、幼儿园性质、学校

是否分厕、孩子的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为留守

儿童、是否与家长分床睡、父母婚姻状况、父母文化程

度、父母职业状况、家庭年总收入、孩子对性教育知识

的知晓情况、开展性教育的家长人数、学校开展性教

育的情况为自变量ꎬ进行 χ２ 检验ꎬ结果显示ꎬ孩子对性

教育知识的知晓情况、开展性教育的家长人数和学校

开展性教育的情况与孩子性相关行为习惯有关(χ２ 值

分别为 ６.３１ꎬ５.７７ꎬ４.４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４　 性相关行为习惯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以性

相关行为习惯为因变量(０ ＝尚需改进ꎬ１ ＝良好)ꎬ将单

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孩

子对性教育知识的知晓情况:０ ＝ 不知晓ꎬ１ ＝ 知晓ꎻ开
展性教育的家长人数:０ ＝ ０ 位ꎬ１ ＝ １ 位ꎬ２ ＝ ≥２ 位ꎻ学
校开展性教育的情况:０ ＝ 没开展 / 不知道ꎬ１ ＝ 开展)ꎬ
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孩子对性教

育知识的知晓情况和开展性教育的家长人数是孩子

性相关行为习惯状况的影响因素(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

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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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大班儿童性相关行为习惯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３２４)

自变量与常量 选项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孩子对性教育知识的知晓情况 不知晓 　 １.００

知晓 ０.７２ ０.３０ ５.７８ ０.０２ 　 ２.０６(１.１４ ~ ３.７２)
开展性教育的家长人数 ０ 　 １.００

１ ０.１３ ０.２９ ０.２１ ０.６５ 　 １.１４(０.６４ ~ ２.０４)
≥２ ０.８７ ０.３６ ５.７５ ０.０２ 　 ２.４０(１.１７ ~ ４.８９)

常量 ０.６２ ０.２３ ７.１７ ０.０１ 　 １.８６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大班儿童性教育相关知识得分

为 ６(５ꎬ７)分ꎬ高于 ２０１８ 年陕西省某幼儿园的调查结

果[９] ꎮ 能正确认识到自己长大后性别的比例最高ꎬ为
９６.０％ꎬ但是仍有 ４.０％的孩子不能正确回答ꎬ与 Ｓｌａｂｙ
等[１２]提出的“４ 岁认识到性别稳定性”的发展规律不

一致ꎮ 知道“女孩没有小鸡鸡”的比例为 ５１.２％ꎬ提示

有近 ５０％的孩子对性生理知识了解不够ꎬ不清楚男女

生殖器官的差异ꎬ由于孩子出现偷看别人洗澡、上厕

所等性相关行为多是出于对别人身体的好奇[８ꎬ１３] ꎬ所
以今后的性教育工作需加强相关方面的讲授ꎮ 知道

男生和女生不能随意给别人看和摸的部位的占

３４.３％ꎬ低于 ２０１７ 年甘肃省榆中县某幼儿园[１４] 和

２０１８ 年陕西省某幼儿园的调查结果[９] ꎬ提示孩子对隐

私部位认识不足ꎬ防性侵能力较弱ꎬ防性侵教育作为

幼儿性教育重要内容ꎬ进一步反映幼儿性教育的缺

乏ꎮ 知道男孩可以穿粉红色 / 花衣服的比例最少ꎬ仅
为 １６.０％ꎬ提示孩子的性别刻板印象已经初步形成ꎬ今
后应予以正确指引ꎬ做好成人的榜样作用ꎬ适当培养

孩子的兼性气质[１５] ꎬ培养孩子今后在性格、职业、爱好

等方面的平等观念ꎮ
本研究中ꎬ大班儿童性相关行为习惯良好的有

２４３ 名(７５.０％)ꎬ尚需改进的有 ８１ 名(２５.０％)ꎮ 在自

我隐私保护与防性侵方面ꎬ虽然正确行为发生率较

高ꎬ均在 ８０％以上ꎬ但仍有约 ２０％的孩子尚需改进ꎮ
由于性侵事件发生后果严重ꎬ今后不仅要教授孩子如

何保护自己ꎬ也要告诉孩子不能伤害别人ꎬ还要主动

了解孩子发生这些行为的原因ꎬ如果仅是对身体结构

的好奇ꎬ那么应该主动讲解性生理相关知识ꎮ 每天都

洗小鸡鸡 / 小屁屁的比例最低ꎬ为 ５５.６％ꎬ且低于此方

面知识的正确率ꎬ提示部分孩子存在知而未行ꎬ应该

予以重视ꎮ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与不知晓幼儿性教育相关

知识的相比ꎬ知晓的孩子有更良好的行为习惯ꎬ提示

孩子了解正确性教育知识的必要性ꎬ论证了家长对

“孩子还小ꎬ没必要讲”和“孩子还小ꎬ讲了也听不懂”
等的错误观念ꎮ 开展性教育的家长人数≥２ 的比 ０ 的

性相关行为良好率高ꎬ提示开展家庭幼儿性教育的必

要性ꎬ家庭成员间应互相配合、共同承担幼儿性教育

责任ꎮ
综上所述ꎬ农村大班儿童对幼儿性教育相关知识

了解不够ꎬ尚需改进的性相关行为较多ꎬ今后应该纠

正家长和教师的一些错误观念ꎬ正确认识幼儿性教育

的必要性与有效性ꎬ克服自身的羞涩与恐惧ꎬ具备对

孩子进行科学、全面性教育的能力ꎬ进而促进孩子的

健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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