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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美国华人新移民大学生的性心理和性行为的现状 ,探讨在华人大学生中开展性心理咨询和性

教育的重要性。方法 :采用“大学生性心理和性行为调查问卷 ”,对美国 5所高校的 126名华人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

果 :大部分华人大学生对学生时期性行为有一定顾虑 ,在面对性行为有可能引起的后果方面相对谨慎。华人新移民大学

生在中国较少接受过系统的性教育 ,性知识比较缺乏 ,但有了解性知识的愿望。结论 :大学是公众教育的最后一站。在

华人新移民大学生性知识较缺乏的情况下 ,大学应成为性心理咨询和性教育的重要渠道。需要在华人新移民大学生中

展开系统全面的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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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 bjectiv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of p sychosexuality and sexual behavior among Chinese under2
graduates studying in USA, and to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 ing sexual counseling and sexuality education for Chinese u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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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graduates. M ethod: To conduct“Psychosexuality and SexualBehavior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to 126 Chinese undergrad2
uates from five universities in USA. Results: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undergraduates have m isgivings for sexual behavior in uni2
versity, and are cautious about sexual behavior for fear of possible consequences. Chinese undergraduates have received less sexu2
ality education, they relatively lack sexual knowledge, but they also have the desire of learning sexual knowledge. Conclusion 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re the last station of public sexuality education, which should become the main p latform for sexual

counseling and sexual educ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fact that Chinese undergraduates in USA generally lack sexual knowledg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launch comp 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among Chinese undergraduates.

【Key words】Ch inese undergradua tes; New residen t; Psychosexua lity; Sexua l behav ior; Sexua l knowledge; Sexu2
a lity educa tion

1　引 　　言

在美国 ,性教育是囊括人生各阶段的全方位教育 ,

而学校性教育 (1～12年级 )是其重点。所以在上大学

以前 ,美国学生几乎都已接受过完整的性教育 [ 1 ]。一

般而言 ,美国的大学已经没有性教育的内容 ,而只有

《人类性学》这样一门公共课程 [ 2 ]。

近年来 ,中国大陆华人移民美国日益增多 ,其中包

括数量不菲的在校高中生和大学生。由于中国大陆在

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普遍缺乏系统的性教育 ,所以 ,

大学生性知识缺乏成为普遍现象 [ 3 ]。

为了了解美国华人新移民大学生的性心理和性行

为的现状 ,探讨在华人大学生中开展性心理咨询和性

教育的重要性和对策 ,我们对美国部分高校的华人新

移民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2　对象与方法

211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美国 5所大学的华人大学生 150人 ,

移民到美国的时间不超过 3年 ;调查对象年龄范围

20～25岁 ,其中男生 78人 (52% ) ,女生 72人 (48% )。

均为未婚。发放问卷 150份 ,收回有效问卷 126份 ,有

效率为 84%。有效问卷中 ,男生 66人 (5213% ) ,女生

60人 (4716% )。

212　调查内容

根据调查的目的 ,编制了“大学生性心理和性行

为调查问卷 ”。问卷内容包括 :了解性知识的愿望、性

知识的来源、性心理活动、自慰活动、性行为的现状、对

大学生时代性行为的看法、对在大学开展性教育的看

法等。对调查所得数据使用进行统计分析。

213 调查过程

采取集体问卷调查的方式 ,使用统一的指导语 ,问

卷采用无记名方式填写。在第一次测查之后 2周时

间 ,对 62名华人学生进行了同样问卷表的重测 ,有效

答卷 60 份。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310 进行统计

分析。

214 访 　谈

在调查之后的第二天 ,随机抽取研究对象 20名进

行现场半结构访谈 ,访谈内容涉及性知识、性心理、两

性交往、性行为、性教育等方面。

3　结 　　果

311　了解有关性知识的愿望

调查显示 ,有 9716%的华人大学生希望了解性的

知识 ,男女生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表 1)。

表 1　了解有关性知识的愿望

总数 ( n = 126) 男生 ( n = 66) 女生 ( n = 60) χ2 值及显著性

想了解 123 (97. 6% ) 65 (98. 5% ) 58 (96. 7% ) χ2 值 = 3. 82

不想了解 3 (2. 4% ) 1 (1. 5% ) 2 (3. 3% ) df = 2

312　性知识的来源

调查显示 ,大学生性知识的来源 ,大多数并不是通

过学校的性教育和家长的启迪 , 而是通过上网

(9512% )、电视广播 (8811% )、文艺报刊 (8012% )、科

普报刊 ( 7318% )、文艺书籍 ( 6813% )、科普书籍

(6111% )、朋友和同学 (7612% )等途径获得。这些途

径与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基本上没有性别差异

( P > 0105)。学校性教育和家长的启迪是性教育的良

好途径 ,但大部分学生均认为学校和家庭的性教育所

占比例甚少 ,对自己的性心理和性行为影响不大。女

学生通过学校和家庭的性教育受益较多 ,与男学生相

比有显著性差异 ( P < 0105、P < 0101)。但通过访谈得

知 ,女学生通过学校和家庭获得性教育的知识非常局

限 ,多数限于经期卫生方面的生理知识 (表 2)。

313　性心理活动

调查显示 ,华人大学生绝大多数有与异性交往的

向往 (9414% ) ,极少数有与同性交往的向往 ( 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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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梦和性幻想的发生率也非常高 ,分别为 9618%和

8117%。上述的各种性心理活动 ,男女学生之间均无

显著性差异 ,说明华人大学生的性心理状态已经完全

成熟 (表 3)。

表 2　性知识的来源 (多选 )

总数

( n = 126)

男生

( n = 66)

女生

( n = 60)

χ2 值

及显著性

上 网 120 (95. 2% ) 63 (95. 5% ) 57 (95. 0% ) 1. 25

电视广播 111 (88. 1% ) 58 (87. 9% ) 53 (88. 3% ) 2. 72

文艺报刊 101 (80. 2% ) 52 (78. 8% ) 49 (81. 7% ) 7. 58

科普报刊 93 (73. 8% ) 49 (74. 2% ) 44 (73. 3% ) 1. 23

文艺书籍 86 (68. 3% ) 44 (66. 7% ) 41 (68. 3% ) 2. 06

科普书籍 77 (61. 1% ) 40 (60. 6% ) 37 (61. 7% ) 1. 43

朋友和同学 96 (76. 2% ) 61 (92. 4% ) 35 (58. 3% ) 17. 253

学校性教育课程 61 (48. 4% ) 22 (33. 3% ) 39 (65. 0% ) 15. 363

家长启迪 56 (44. 4% ) 11 (16. 7% ) 45 (75. 0% ) 42. 633 3

　　3 P < 0105; 3 3 P < 0101

表 3　性心理活动 (多选 )

总数

( n = 126)

男生

( n = 66)

女生

( n = 60)

χ2 值

及显著性

与异性交往的向往 119 (94. 4% ) 63 (95. 5% ) 56 (93. 3% ) 2. 05

与同性交往的向往 5 (4. 0% ) 3 (4. 5% ) 2 (3. 3% ) 1. 75

性梦 122 (96. 8% ) 64 (97. 0% ) 58 (96. 7% ) 1. 98

性幻想 103 (81. 7% ) 52 (78. 8% ) 51 (85. 0% ) 1. 32

　　P > 0105

314　自慰活动

现代性学认为 ,自慰是成年人的一种正常的性活

动。尤其是在大学生在校期间 ,是宣泄性欲、舒缓性紧

张度的重要行为。本调查显示 ,华人大学生绝大多数

都有自慰活动 (总体发生率为 9015% ) ,在每月发生的

频率上 ,男女学生有显著性差异 (表 4)。

自慰活动时的心理反应说明了自慰的心理依赖

性。本调查显示 ,可以清楚表达其心理反应如舒适、兴

奋、紧张的占绝大多数 ( 8517% ) ,舒适和紧张有明显

的性别差异 (表 5)。

尽管华人大学生的自慰发生率很高 ,心理依赖也

很明显 ,但调查显示 ,对自慰活动的正确评价率却不高

(总体为 2114% ) ,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女大学生对自

慰活动的正确评价率更低 ( 1510% )。把自慰活动看

作是不道德的行为、危害健康的行为 ,甚至看作是下流

行为所占比例较高 ,而且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表 6)。

提示了对自慰活动的错误认识 ,可以加重其性活动的

心理危害性。

表 4　自慰活动的发生率

总数

( n = 126)

男生

( n = 66)

女生

( n = 60)

χ2 值

及显著性

没有 12 (9. 5% ) 5 (7. 6% ) 7 (11. 7% ) 3. 84

每月 1～2次 66 (52. 4% ) 28 (42. 4% ) 38 (63. 3% ) 22. 753 3 3

每周 1次 29 (23. 0% ) 18 (27. 2% ) 11 (18. 3% ) 8. 983 3

每周 2次以上 19 (15. 1% ) 15 (22. 7% ) 4 (6. 7% ) 24. 633 3 3

　　3 3
P < 0101;

3 3 3
P < 01001

表 5　自慰活动时的心理反应

总数

( n = 126)

男生

( n = 66)

女生

( n = 60)

χ2 值

及显著性

舒适 34 (27. 0% ) 23 (34. 8% ) 11 (18. 3% ) 21. 293 3 3

兴奋 28 (22. 2% ) 14 (21. 2% ) 14 (23. 3% ) 2. 15

紧张 46 (36. 5% ) 21 (31. 8% ) 25 (41. 7% ) 8. 573 3

说不清楚 18 (14. 3% ) 8 (12. 1% ) 10 (16. 7% ) 5. 263

　　3 P < 0105; 3 3 P < 0101; 3 3 3 P < 01001

表 6　对自慰活动的评价

总数

( n = 126)

男生

( n = 66)

女生

( n = 60)

χ2 值及

显著性

不道德行为 25 (19. 8% ) 13 (19. 7% ) 12 (20. 0% ) 1. 28

危害健康的行为 46 (36. 5% ) 21 (31. 8% ) 24 (40. 0% ) 3. 15

下流行为 29 (23. 0% ) 14 (21. 2% ) 15 (25. 0% ) 2. 52

正常行为 27 (21. 4% ) 18 (27. 3% ) 9 (15. 0% ) 8. 053 3

　　3 3 P < 0101

315　两性交往和性行为的现状

在美国 ,作为成年人的华人新移民大学生 ,很快融

入了美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还

受中国大陆文化背景的影响。在两性交往方面 , 75%

以上的大学生都存在 ,且男女学生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但在边缘性性行为 (抚摸全身 )和实质性性行为 (性交

活动 )方面 ,发生率相对较低 ,且女生明显低于男生 ,

性别方面有显著性差异。在本次调查的 126人中 ,发

生性交活动的为 35人 (2718% ) ,其中男生 23人、女生

12人 (表 7)。已有性交活动的华人新移民大学生不

到调查人数的 30% ,远低于美国本地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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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两性交往和性行为的现状 (多选 )

总数

( n = 126)

男生

( n = 66)

女生

( n = 60)

χ2 值及

显著性

约会牵手 117 (92. 9% ) 61 (92. 4% ) 56 (93. 3% ) 1. 08

拥抱亲吻 96 (76. 2% ) 49 (74. 2% ) 47 (78. 3% ) 2. 06

抚摸全身 52 (41. 3% ) 36 (54. 5% ) 16 (26. 7% ) 15. 033 3 3

性交活动 35 (27. 8% ) 23 (34. 8% ) 12 (20. 0% ) 8. 493 3

　　3 3 P < 0101; 3 3 3 P < 01001

316　对大学生时期性行为的看法

调查显示 ,有 6119%的华人大学生已经认同自己

“已经是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 ,可以有性行为 ”,但

3811%的大学生持反对态度。有 3819%的大学生仍

然认同“妊娠和性病可能影响学业 ,还是不要性交为

好 ”。然而 , 50%以上的大学生则认同“性交是个人的

自由 ,他人无权干涉 ”、“周围的同学和朋友都有性交 ,

自己也可以的 ”、“性交时注意避孕和防止性传播疾病

就行了 ”。这与中国大陆在校大学生的调查结果不

同 ,也说明了华人新移民大学生很快融入了美国的社

会文化环境。在认同性行为方面 ,男生多于女生 ,有性

别的显著性差异 (表 8)。

表 8　对大学生时期性行为的看法 (多选 )

总数 ( n = 126) 男生 ( n = 66) 女生 ( n = 60) χ2 值及显著性

已经是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 ,可以有性行为
赞成 78 (61. 9% ) 51 (77. 2% ) 27 (45. 0% ) 8. 423 3

反对 48 (38. 1% ) 22 (33. 3% ) 33 (55. 0% ) df = 1

性交是个人的自由 ,他人无权干涉
赞成 73 (57. 9% ) 48 (72. 7% ) 22 (36. 7% ) 16. 133 3 3

反对 53 (42. 1% ) 18 (27. 3% ) 35 (58. 3% ) df = 1

周围的同学和朋友都有性交 ,自己也可以的
赞成 69 (54. 8% ) 47 (71. 2% ) 22 (36. 7% ) 15. 853 3 3

反对 57 (45. 2% ) 19 (28. 8% ) 38 (63. 3% ) df = 1

性交时注意避孕和防止性传播疾病就行了
赞成 65 (51. 6% ) 37 (56. 1% ) 28 (46. 7% ) 4. 293

反对 61 (48. 4% ) 29 (43. 9% ) 32 (53. 3% ) df = 1

妊娠和性病可能影响学业 ,还是不要性交为好
赞成 49 (38. 9% ) 20 (30. 3% ) 29 (48. 3% ) 8. 813 3

反对 77 (61. 1% ) 46 (69. 7% ) 31 (51. 7) df = 1

　　3 : P < 0105; 3 3 : P < 0101; 3 3 3 : P < 01001

　　317　对在大学开展性教育的认识

调查显示 , 8012%的华人大学生认为在大学开展

性教育是非常有用的 ,仅有 1918%的大学生认为没有

用。男女学生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表 9)。

表 9　对在大学开展性教育的认识

总数 ( n = 126) 男生 ( n = 66) 女生 ( n = 60)

非常有用 69 (54. 8% ) 38 (57. 6% ) 31 (51. 7% )

有用 32 (25. 4% ) 19 (28. 8% ) 13 (21. 7% )

没有用 25 (19. 8% ) 15 (22. 7% ) 10 (16. 7% )

　　χ2值 = 21082 ( P > 0105) 　df = 2 (独立性卡方检验 , df = 2)

4　讨 　　论

411　华人大学生性心理与性行为的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 ,华人大学生性心理状态已经完全

成熟。绝大多数有与异性交往的向往 ,性梦和性幻想

的发生率也非常高。有 5例大学生有与同性交往的向

往 ,提示华人大学生在美国已经能够坦然面对同性恋

的状态。

对于未婚成年人来说 ,自慰是一种正常的而必要

的性活动。尤其是在大学生在校期间 ,是宣泄性欲、舒

缓性紧张度的重要行为。自慰活动时的心理反应说明

了自慰的心理依赖性。

尽管华人大学生的自慰发生率很高 ,心理依赖也

很明显 ,但调查显示 ,对自慰活动的正确评价率却不

高。不少把自慰活动看作是不道德的行为、危害健康

的行为 ,甚至看作是下流行为。对自慰活动的错误认

识 ,是性教育的主要误区之一。在一些民间传言和科

普读物中 ,过分渲染了自慰行为的所谓危害性。大学

生接受了这些不科学的性知识 ,会加重其自慰活动的

心理危害。

由于华人大学生性心理状态已经完全成熟 ,且绝

大多数是异性恋 ,与异性交往则非常正常。在本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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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 ,已经与异性交往的华人大学生占 90%以上 ,充

分说明两性交往是非常坦然的。在对性交行为的认识

上 , 60%以上的华人大学生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真

正出现性交行为的华人大学生 ,不到调查人数的

30% ,远低于美国本地的大学生。根据《性在美国 》

( Sex in America: A Definitive Survey, 2004) [ 4 ]调查 ,全

美大约超过 50%的青少年第一次性交活动为 15～18

岁之间 , 80%在快到 20岁之前已有性交活动。由此说

明 ,华人新移民大学生的性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还受中

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

412　影响性心理和性行为的途径

本调查显示 , 9016%的华人大学生有了解“性 ”的

愿望。他们认为上网、电视广播、报刊书籍、朋友同学

对自己的性心理和性行为影响较大 ,大部分的性知识

的获得都是通过这些渠道。该结果与中国大陆对在校

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比较一致。

学校性教育和家长的启迪是性教育的良好途径 ,

但大部分学生均认为学校和家庭的性教育所占比例甚

少 ,对自己的性心理和性行为影响不大。尽管女学生

通过学校和家庭的性教育受益较多 ,但通过访谈得知 ,

女学生通过学校和家庭获得性教育的知识非常局限 ,

多数限于经期卫生方面的生理知识。所以 , 8012%的

华人大学生认为在大学开展性教育是非常有用的。

413　需要在华人大学生中开展系统的性教育和

性心理咨询

在美国 ,学校性教育 (1～12年级 )是其重点 ,大部

分的性知识是在初中和高中完成系统学习的。而且学

校性教育是与家庭和社区相配合的 ,学校教育、家庭教

育和社区教育结合在一起 ,学生所受到的性教育是完

整而系统的。所以在上大学以前 ,美国学生几乎都已

接受过完整的性教育。一般而言 ,美国的大学已经没

有系统的性教育的内容 [ 5, 6, 7 ]。

然而在中国大陆 ,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 ,家长和孩

子之间对于性的问题总是难以启齿 ,遮遮掩掩。青春

期大多是在初中和高中时期度过的 ,这个时期恰好是

接受性教育、接触性知识的最佳时期。但在中国整个

社会环境影响下 ,学校也因为有升学的压力而对性教

育并不重视。学生在初中和高中时期都无法接受与性

相关的系统的正规教育 [ 8, 9 ]。

华人学生移民美国后 ,进入大学学习。他们在中

学阶段没有从学校教育中接受系统而正规的教育 ,而

美国的大学又几乎没有这个课程 ,形成了他们在性知

识方面的空白带。所以 ,需要在美国的华人大学生中

开展系统的性教育 ,按照美国的学校性教育大纲进行

“补课 ”,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性心理咨询。这些工

作 ,最好由学校和社区的华人专业人员来进行 [ 10 ]。

本研究以性知识、性心理和性行为活动为指标 ,探

讨了美国华人新移民大学生的性心理状态、性行为活

动及其影响因素。尽管其取样的地区和数量有限 ,但

其结果对了解华人新移民大学生的性心理健康状况 ,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也为促进美国华人大学生的跨文

化适应和性健康教育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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