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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静

在大学生的价值观体系中，性行为观是一个不可

忽视的重要方面，也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因

为观念对行为的影响极大，性行为观是人们对性际交

往中的行为方式的看法和态度的总称。它既决定了人

们如何选择自己的性行为，也决定了对他人性行为的

评价，体现出一个人在性方面的价值取向，是人们的

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性方面的综合反映。国内学者在贞

洁观、婚前性行为以及婚外性行为观等方面做了大量

的实证调查研究。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青少年

群体在这些性的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情况是怎样的呢？

这需要结合几个时间点上的静态数据来分析其变化趋

势。这些正是本文试图努力的方向。

一、调查样本

本文的实证材料来源于 2000、2003 和 2005 年三

次少数民族大学生同期群研究。三次数据均按照整群

抽样的方法在云贵川三省五所大学 （阿坝师专、康定

师专、西昌师专、西南民大、云南民大和贵州民大）

抽取，最终有效样本为：2000 年 769 人，2003 年

847 人，2005 年 2417 人。包含的少数民族有傣族、
白族、彝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侗族、哈尼

族、壮族和藏族等 10 个主要的少数民族。

二、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

性行为观的历史变迁

1. 对贞洁看法的历史变化

（1） 从只针对女性的“贞洁观”向男女平等转

变。我们把“对贞洁的看法”按照男女平等型 （对男

女双方均重要）、反对禁欲型 （封建观念，应摒弃）、
双重标准型 （女人重要，男人无所谓）、爱情型 （只

要有感情，就无贞洁问题）、自由型 （只要能满足性

欲，贞洁可以不管） 来划分了解其变化。在转型期三

次横截面调查中，随着社会向现代的发展，西南少数

民族男女大学生的贞洁观选择“男女平等型”的比率

都在逐步上升，且每次调查中女生该项的比率均远远

高于男生，2000 年有 30.6%的男生，54.1%的女生选

择了“对男女双方均重要”，到 2005 年选择此项的男

女生比率分别上升到了 39.1%、60.2%；选择“反对

禁欲型”、“双重标准型”的比率都呈下降趋势。
这些结果揭示了一个值得高兴的观念变化，那就

是：随着信息社会的急速发展及男女平等理念的普

及，西南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已经逐渐摆脱了封建传统

枷锁的束缚，要求在贞洁上的男女平等的诉求越来越

强烈。
（2） 男女生的贞洁观日趋淡薄。在三次调查中，

男生认为“只要有感情，就不存在贞洁问题”、以及

“贞洁是封建观念，应摒弃”的比率每次都高于女生，

这说明当代西南少数民族男大学生传统的贞洁观较女

生更加淡化。访谈中，一些大学生称：“既然两人相

爱了，在双方同意的前提下发生了性关系，那是生理

的需要。至于是否结婚，毕业后不一定能走到一起，

也就无所谓了。”大学生的性观念也在发生急剧的变

化，更多的是考虑感情和生理的需要，而对“贞洁”
的观念变得日趋淡漠。

本研究中，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坚守“贞洁”观

念的比率下降和潘绥铭教授最近完成的全国调查结果

摘 要：本文以 21 世纪以来三次同期群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定量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大学

生性行为观的现状，对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性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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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一致。从 2001 年到 2006 年的短短 5 年当中，无

论男生还是女生，坚持“处女膜崇拜”的人显著地减

少，仅余十分之一或更少；而彻底放弃之的人却猛

增，达到五分之一左右［1］。
2. 对“恋人失贞”态度的历史变化

在对“恋人失贞”的态度上，我们通过设问：

“如果你的恋人告诉你，他 （她） 过去自愿与别人有

过性行为，你的态度如何？”来观测。如果我们把各

选 项 按 照“不 在 乎” （“如 果 爱 他 （她） 就 不 在

乎”）、“在乎”（“说明爱情已不贞洁，立即终止关

系”和“因爱而保持关系，但心中留下阴影”） 和

“视情况而定”来划分，从三次横截面的调查数据中

我们可以看出：

（1） 重“情”轻“性”的比率逐次上升。近年

来，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恋人失贞”问题“不

在乎”的比率基本呈逐次上升趋势，且男生每次上

升的趋势比女生显著，男生从 2000 年的 25.4%上升

到了 2005 年的 37.7%；“在乎”的比率呈渐次下降。
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面对“恋人失

贞”的现实较为理性，更注重双方的现实“情感”
基础，而不再以单纯传统的“守贞”与否来取舍恋

爱关系。
（2） 男生较女生更不能容忍“恋人失贞”。数据

还显示：虽然男女生选择“说明爱情已不贞洁，立即

终止关系”的比率也呈逐次下降的趋势，但是，每次

男生选择此项的比率均高于女生，2000 年男女生选

择此项的比率分别为 11.1%、8.6%，2005 年男女比

率下降到 9.8%、6.7%。这既说明随着社会转型，西

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恋人失贞”持更为宽容的态

度，也说明更多的男生比女生“在乎”自己的恋人在

婚前与别人有染的人数多于女生。
3. 对婚前性行为容许程度的历史变化

对婚前性行为的容许程度，我们通过设问：“你

对婚前性行为的认识”来观察，我们将各选项按照禁

欲型 （自己绝对不可以），道德型 （应受道德谴责及

法纪处分）、自由型 （双方愿意就可以）、双重标准型

（会影响婚姻选择）、爱情型 （基于爱情、结婚就可

以） 来划分，对调查数据分析显示：

（1） 对婚前性行为的容许程度越来越高。在社

会转型三次横截面调查中，西南少数民族男女大学

生在婚前性行为的容许程度上，较有共性的是：选

择“自由型”、“双重标准型”的比率基本呈逐次上

升的趋势；选择“道德型”的比率呈逐次下降的趋

势，男性选择此项的比率由 2000 年的 8.6%下降到了

2005 年的 5.7%，女生由 2000 年的 19.2%下降到了

7.7%。
（2） 男女生在婚前性行为的容许程度上差异显

著。当我们引入性别变量观察，就会发现，在西南少

数民族男女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容许程度的变化还

是有显著的差异性：男生选择“禁欲型”的比率逐次

下降，女生却逐次上升；选择“爱情型”的比率男生

呈逐次上升趋势，女生呈明显的逐次下降趋势；每次

调查中，女生看到婚前性行为将影响自己婚姻选择的

比率都高于男生；在所有选项中，女生选择“爱情

型”容许态度的比率为最高，男生则是选择“自由

型”容许程度的比率最高。
男女大学生对于婚前性行为持“爱情型”容许态

度的变化所呈现的差异表明，现实的高校恋情，在为

“爱情”而流产、生子、以及继续上演着的悲欢离合，

让西南少数民族女大学生比男生更多的不相信“以爱

情的名誉”而发生的婚前性行为会给她们带来“爱情

的保证”，尤其女生对此有了更多的清醒认识。一方

面，这是由传统文化中关于男女“贞洁”的“双重标

准”所定位；另一方面，也由男女在发生婚前性行为

后所承担的责任和后果主要由女性来承担，是西南少

数民族女生在对待婚前性行为的容许程度上比男生更

加保守的原因。
4. 对恋人提出性要求的行为变化

对恋人提出性要求的行为变化，我们通过设问：

“当心爱的人提出性交行为的要求时，你将采取的行

为”来观察，我们仍将各选项按照禁欲型 （冷静地断

然拒绝）、道德型 （视为流氓，终止恋情）、理解型

（晓之以理，帮助克制）、爱情型 （怕失去他因爱而委

身求全） 来划分，三次横截面调查的数据显示：

西南少数民族男女大学生面对恋人婚前性要求

时，在自身行为的选择上较有共性的是：选择爱情型

（怕失去他因爱而委身求全） 及“禁欲型”的比率基

本呈逐次上升的趋势；选择“道德型”的比率呈逐次

下降的趋势。
在应对恋人性要求的行为选择上仍存在性别差

异。女生在对待恋人的性要求时，坚决维护自己的

“性纯洁”，以“禁欲型”行为“冷静地断然拒绝”的

比率几乎每次都是男生的 3 倍，三次调查中女生选择

此项的比率分别为 23%、31.1%、30.1%，男生的比

率分别为：7.1%、13.4%、9.2%。且男生比率上升的

变化不大，而女生变化显著，且每次均远远高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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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选择“理解型”的行为时，女生的比率呈逐次

下降，而男生呈逐次上升；在选择“爱情型”的行为

时，男生的比率每次都远远高于女生。
分析认为，一般女性面对男性的性要求时，从女

性自我性保护的本能出发，总是表达出“不愿意”的

态度。而男大学生在“怕失去他 （她） 而委身求全”
时，往往也是在两人春情激荡时刻，一些男生说：

“拒绝女生的好意，会被女生“看白” （看不起）”。
另外，女性提出这种要求，男生的心理与生理要承受

的“后果”显然没有女生那么多的顾虑，甚至有的男

生说“女性主动送上，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何乐而不

为？”，还可美其名曰：“因爱而委身求全”。但在调

查中可以看出，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热恋中，8-9
成不会“因爱而委身求全”发生婚前性行为来满足恋

人的性要求。
总的来看，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面对恋人的性

要求时，以“爱情型”性行为“晓之以理”为主要策

略，主要持“不伤感情，又帮助克制”的理性态度，

并不像有的报道中所说得那样，大学生的婚前性交行

为如何丧失理性、如何放纵。
5. 对性与婚姻选择的变化

对发生了婚前性行为与是否就选择婚姻的关系，

我们通过设问“是否一定嫁 （娶） 发生了性交关系的

恋人”进行研究。三次横截面调查数据显示：西南少

数民族大学生选择“不一定嫁 （娶） 发生了性交关系

的恋人”的比率逐次上升，男生选择此项的比率从

65.2%上 升 到 了 76.7%， 女 生 选 择 此 项 的 比 率 从

62.6%上升到了 74.6%；选择“绝不”的比率逐次下

降，男生的比率从 13.9%下降到了 2.1%，女生的比

率从 7.1%下降到了 1%。
女生相信“性决定婚姻”的比率下降。通过性别

比较发现，1/5 左右的西南少数民族男大学生“一定”
将性与婚姻进行到底，而女生对“性决定婚姻”的信

念却从三成下降到 1/4。
随着转型以来社会的日益开放，西南少数民族大

学生 （尤其是女大学生） 越来越多的看到了现实中人

们对婚前性的宽容与接纳，越来越多的接受了“性与

婚姻”分离的残酷现实。

三、关于西南少数民族

大学生性教育的思考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性行为观上有了较大的变化，

他们进一步破除了传统道德观念制约，性爱的自主意

识与权利意识空前觉醒，认为性爱属于人的神圣权

利，以感情为基础的不伤害他人的性爱已越来越被大

学生们所接纳，这无不体现出当代大学生在性行为观

念上的独立意识、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以及对私人

事情的不容干涉意识与宽容意识。但他们在追求自身

独立自主的性权利的同时，又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表

现出对贞洁、恋人失贞态度、性解放/性自由以及婚

前性行为等方面的矛盾和混乱。通过大量定量分析得

出的研究结论，对我们开展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性教

育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 男女生对婚前性行为的容许程度仍存在显著

差异

启迪大学性教育教师，应该从心理学、生理学和

社会学的角度，让大学生清醒地看到：尽管社会转型

了，人们对婚前的性更宽容了，但是，几千年封建残

余的影响还是很强大，“男女不平等”的性爱观还实

实在在地存在于人们 （包括恋人） 的头脑中。
2. 基于“双方愿意就可以”的婚前性行为持容许

态度明显地表现出男生的赞同率比女生高得多的差异

该差异启示我们：女生的容许都更多是建立在

“以爱情为基础”、“以婚姻为归宿”的条件之上但

是，更看重女性的“婚前守贞”仍然是大部分男性的

“潜意识”。如果“女性婚前失贞”，将比“男性婚前

失贞”更难以有从容的婚姻选择。我们在对大学生进

行性教育时，要分析上述男女两性对待婚前性行为的

心理差异，为他们提供行为选择时的文化背景。提醒

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大学生，当自己“因为爱而勇敢

地以性表白”时，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迎接可能

遭遇的“情与性的背叛”，正确认识这是事物发展的

二分结果之一，避免因“失身和失恋”带来“失志和

失生”的悲剧产生。同时，将这样的文化赋予男女平

等的新内涵，将仅仅针对女性的“贞操观”与时俱进

为男女两性都应恪守的“性纯洁观”，将性建立在忠

贞专一感情的基础上，这对社会的稳定、对青少年的

婚姻责任感的培育、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和人格的健

全，无疑有积极的意义。
3. 选择婚前性与选择婚姻逐步分离

研究结果显示，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回答

“是否一定嫁 （娶） 发生了性交关系的恋人”时，选

择“性”不一定决定“婚姻”的比率上升，甚至女

生相信“性决定婚姻”的比率也下降。随着社会对

个人性行为的宽容、以及对学子要 （下转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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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地区。
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中国 0-14 岁的少年儿童

和 6-14 岁的学龄儿童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

都呈稳步下降趋势，这为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提供了

有利条件。因此，在中国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合理

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非常重要

的。教育均衡化一方面是指各省、市、自治区内部义

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

则是指全国范围内各区域之间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2005 年 3 月，教育部召开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强调

把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摆上重要位置，切实把农村义务

教育作为重中之重，不断促进教育的公平公正。同年

5 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有效遏制城

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校际之间教育差距进一步拉大的

趋势，尤其是在办学条件、经费投入、师资水平和教

育质量等方面。因此，教育均衡化是当前和今后中国

义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和战略重点。只有教育均

衡化，中国才能实现到“2010 年在全国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和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我国义务教育总

目标。■
［本文为“共青团中央2006- 2007年度青少年和青少

年工作研究课题”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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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 10 年以上“性待业”的理解，

无论是教育者、父母都已经明明白白地看到：要让

所有学子在婚姻之后才发生性行为已不再现实。在

婚前性已不可避免，越来越多的西南少数民族大学

生在“性”与“婚姻”的旅途上，很理智选择的是

“不一定”嫁 （娶） 发生了性关系的伴侣。他们的性

行为观由传统的“婚姻起点论”向“双方愿意论”、
“相爱论”转变的现实，决定了他们对婚前性行为容

许度将越来越大，发生婚前性而不以婚姻为归宿的

人也将越来越多。■
[本文系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社会

变迁中的青少年问题研究———转型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

性文化变迁的实证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项目编号：

05XSH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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