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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视角下青少年女性生殖健康状况调查及分析 

王淑惠 ，邓斌菊 

[摘要]目的：了解青少年女性生殖缝康状况，从社会学的角度评析影响青少年女性生殖健康状况的社会性别渊源，提出促进 

青少年女性生殖健康和身心全嘶发展的建议。方法：在安徽省某市，随机选取 20 中学q二、2O名大学生、lO名家长、4名教 

师 、2O名妇幼保健人员，进行个别和集体访谈测查。结果：青少年女性的生殖健康存在高风险，受到社会性别规范的限制，女 

性的弱势地位对其产生突出的影响，现有的卫牛保健服务中存在性别盲区。结论：青少年女性生殖健康问题与社会性别意识 

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加强乍殖健康教育、树 LE确的社会性别意识 、改进卫 保健服务，是改善青少年女性生殖健康状况， 

促进其身心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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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女性的生殖健康是人类生殖健康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性成熟期有所提 

前，婚前性行为乃至妊娠的发生率也逐年上升，这将 

给青少年女性的身心发展带来严重损害 。以往 

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大多集中在生物医学范畴， 

很少聚焦于社会文化领域。而从社会性别视角给 

关注，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性别文化机制给青少年女 

性生殖健康带来的影Ⅱ向，有助于青少年树立有益的 

社会性别意识，引发性别平等的社会责任感，更彻底 

地解决青少年生殖健康问题。为此，2009年2月至 

2010年2月，我们在安徽省某市随机选取若_F名中 

学生 、大学生、家长、老师、妇幼保健人员，进行访淡 

调查，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设计 社会性别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历史 

文化背景下，通过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形成的对 

男女两性的群体特征、各 自角色和行为方式以及两 

性关系等方面的期待、要求和综合评价 。社会性 

别问题关系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因此，本调查选择 

青少年学生、不同学历和职业的人群为访谈对象，做 

深度访谈调奁，尽可能深入了解不同的性别、年龄、 

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人群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对 

青少年女性生殖健康问题的认识以及这种社会性别 

意识对青少年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分析主要因素， 

据此提出解决办法。 

1．2 受访者的基本特征 受访者共 74名，包括 20 

名中学生，20名大学生，10名家长，4名教师，20名 

妇幼 保 健 人 员。年 龄 分 布：25岁 以下 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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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I％ )，25～45岁 22人 (29．7％)，46～60岁 9 

人(12．2％)；性别结构上，男女各 37人(50％)；学 

历层次：中学生 (含毕业)28人 (37．8％)，大学生 

(含毕业)43人 (58．1％)，获硕 士学位 者 3人 

(4．1％)；社会职业：学生40人(54．O％)，农民2人 

(2．7％)，工人 3人(4．1％)，医疗卫生保健人员 20 

人 (27．0％)，教 师 4人 (5．4％)，公 务 员 3人 

(4．1％)，公司负责人2人(2．7％)。 

1．3 调查方法 采取半开放型个别访谈和焦点团 

体式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制定访谈提纲，进行深度访 

谈调查。选择安静的场所，由调查员解释访谈目的、 

意义和访谈相关内容，营造轻松、一然、亲切的环境。 

个别访谈多次面对面深人进行，每次40～60 min；将 

受访者分为学生、家 长及老师、卫生保健工作者等 

3组，分别进行 3次团体访谈，座位“0”形排列，每 

次 60～120 min。 

1．4 访谈提纲 访谈主要围绕 5个方面展开：(1) 

对青少年女性生殖健康状况的了解、态度及处理方 

法；(2)社会性别的知晓情况；(3)怎样看待男女双 

方在生殖健康问题中的角色、权利和责任，以及文化 

背景 、经济地位与生殖健康的关系；(4)如何认识青 

少年女件牛殖健康教育的现状；(5)对青少年生殖 

健康咨询和服务机构是否满意，有何建议。 

2 结果 

c方谈结果显示，(1)有 54．4％的青少年没有特 

别注意过自身的生殖健康状况；45．6％的青少年对 

自身的情况比较1，解，但表示出现问题时，因为羞怯 

也不愿去治疗或不愿去正规医院治疗；86．1％以上 

的家长对子女的生殖健康状况不了解；卫生保健人 

员访谈结果显示，咨询和就医的青少年中有 7．5％ 

自述有过性经历、流产等问题；85．8％的家长表示， 

子女出现生殖健康问题要积极处理。(2)受访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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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的知晓率较高，认为 自己对社会性别 

一厂解”和“有些 了解 ”的占 75．4％ ，“不 了解”的 占 

24．6％。(3)89．6％的受访者认为避孕主要是女性 

的事，女性在文化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弱势地位对其 

生殖健康有很大影响；67．6％的受访者认为青少年 

女性在生殖健康方面面临比男性和成人更大的风 

险，缺乏自主性 ，不懂得维护自身生殖权利。(4)绝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接受过科 

学系统的生殖健康教育，中学虽然有生理卫生课程， 

但大多没有正规授课，生殖和社会性别方面的知识 

主要是通过书籍、报刊、影视作品等途径获得，仅有 

7．8％从父母获取；并一致认为给予青少年正规的生 

殖健康和正确的社会性别意识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5)有78．4％的受访者认为，卫生保健人员在青少 

年女性的生殖健康保健服务中缺乏社会性别意识， 

忽视青少年女性的需求与参与。 

3 讨 论 

3．1 影响青少年女性生殖健康的社会性别因素 

3．1．1 青少年女性的生殖健康风险较高 女性在 

生殖周期中要经历月经、受孕、妊娠、分娩、哺乳以及 

避孕等过程，这就决定了女性的一生要经受比男性 

更多的健康挑战，有着不同于男性的特殊需求。尤 

其是青少年，她们面临生物行为、文化和经济等诸多 

变化因素，经历着青春发育、离开家庭(父母)、离开 

学校、开始工作 、开始性行为、怀孕等人生转折点；由 

于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更容易感染性疾病，更容易遭 

遇强奸 、强迫卖淫等性暴力的侵害 。因此，青少 

年女性在生殖健康方面面临更大的风险。 

3．1．2 社会性别规范限制着青少年女性生殖健康 

的自主权 生殖健康问题常与社会对女性的价值判 

断联系在一起。男性中心文化常使青少年女性处在 

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弱势地位；健康教育的缺乏， 

使她们难以获得最基本的卫生保健知识与信息，缺 

乏预防疾病和维护 自身健康的能力 。其后果是， 

青少年女性缺乏 殖健康 自主权 ，性及生育行为往 

往体现了其长辈或其他相关人员而不是她本人的意 

愿，自身生殖健康问题常被忽视，对已经出现的问题 

羞于启 口而不能采取正确的处理态度，因而削减了 

维护 自身生殖健康的权利，健 康状况很难得到 

保障 。 

3．1．3 卫生保健教育和服务中存在性别盲点 目 

前我国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中仍然存在着性别盲 

点。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缺乏科学的性教育和正确的 

社会性别意识培养；学校的生殖教育不正规，学校教 

育、家庭教育和科普宣传没能有效衔接；卫生保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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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忽视青少年女性的需求 

与参与；理解与宣传青少年女性的生殖权利 、培养正 

确的社会性别意识等问题 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不 

够 ；一些决策者和工作者、家长和教师对向青少 

年提供性与生殖健康信息和服务持消极态度；从事 

青春期性教育的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和技巧，宣传形 

式和内容难以被青少年接受。 

3．2 建议 

3．2．1 加强生殖健康教育，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以 

实施预防性病、优生优育、促进身心健康和个性和谐 

发展为目的，以性伦理和性法制教育为核心，以性生 

理 、性心理和性审美教育为基础，根据我国学校教育 

实际情况，形成系统科学的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 

育网络，达到加强自我保护、促进青少年生殖和身心 

健康发展的目标。 

3．2．2 强化正确的社会性别意识，促进性别平等与 

生殖健康 加强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将社会 

性别意识纳人主流，保障女性能够参与制定、监督和 

评估有关生殖健康的政策与工作；完善法律，保障青 

少年女性的生殖健康权利，逐步消除男女两性在享 

有健康资源、机会及服务方面的不平等待遇 ；增 

强青少年女性生产、生活技能，提高她们在家庭和社 

区中的地位；增进男女两性在生殖健康方面的沟通 

和对共同责任的理解，使两性在公共领域和私人生 

活领域成为平等的伙伴，促进 魈健康与性别平等。 

3．2．3 完善生殖健康保健机构，为青少年构建 良好 

的生殖健康支持环境 调整医疗保健服务取向，发 

展对青少年生殖健康的宣传教育、学术活动和项 目 

研究，把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积极推向学校 、社会。具 

体服务项目有：提供生殖健康的信息与咨询服务；性 

活跃青少年的临床服务；妊娠和为人父母的青少年 

生殖教育；有关性行为和性传播疾病等内容的宣传 

和咨询服务；性虐待和性暴力的预防及处理 J̈。加 

强各有关部门的横向合作，统筹规划，合理运用社会 

资源，为青少年女性创造良好的生殖健康支持环境， 

真正达到促进生殖健康和身心全面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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