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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转型时期家庭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迁，家庭生活制度的变化必然对青少年的性道德价值观

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家庭对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影响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

研究家庭对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的影响。认为家庭的教育功能、抚养功能、提供情感支持等方

面得以正常发挥，当家庭功能满足青少年的个人需求时，对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起到正面作用，

反之则起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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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依据家庭“功能中介”理论假说，社会转型时

期，家庭制度表现为加速核心功能的替代过程，

使家庭功能组合、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这三方面

协调统一，成为新的家庭制度的有机整体。当前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

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方

式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与之相应，人们的爱情、

婚姻观念以及家庭的结构和功能也出现了许多新

的变化。

当前学者很少研究家庭对青少年性道德价值

观的影响，更少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家庭制度、结

构和功能的变迁对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的影响。

本文以实证数据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研究随

着社会转型，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和家庭生活出

现的新变化对青少年的性道德价值观产生的影

响，并探寻如何加强家庭教育，避免当前青少年

性道德价值观趋向功利化、低俗化，促进青少年

健康成长和社会和谐发展。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一）样本说明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8年全国哲社规划项目

《社会转型时期青少年性道德核心价值观认同实

证研究》的问卷调查。立意抽取了北京、武汉、乌

鲁木齐、成都和广州五个城市，每个城市发出问卷

1000份，共发5000份，收回问卷4704份，有效率为

94.08%。样本在本城市有推断总体的意义。

（二）性道德价值观

道德是指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整个人与个人、

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规范的

总和。性道德是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用来调

整人类个体的性行为、调节两性之间关系，以是

非、善恶、美丑为主要评价标准，体现包含在社会

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中的性行为原

家庭对青春期性道德价值观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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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规范的总和。性道德价值观的是非、善恶标

准应当体现自愿、自由、平等、相爱、合理、忠诚。

本文的调查问卷通过24个问题对青少年的性道

德观进行考察。

三、数据分析

（一）家庭结构与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

1. 核心家庭中成长的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最

健康

所谓家庭结构是指家庭的组成方式，即家庭

由哪一种及哪几种家庭关系组成。本文将家庭结

构大致分了以下五种：核心家庭指有父母和未婚

子女组成的家庭。仅有夫妻组成的家庭也叫核心

家庭。主干家庭指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组成的家

庭。联合家庭指父母和多对已婚子女组成的家

庭。如果已婚子女在父母去世后仍不分家，也叫

联合家庭。单亲母亲家庭指母亲与未婚子女组成

的家庭，该家庭或因父母离婚或父亲去世形成。

单亲父亲家庭指父亲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该

家庭或因父母离婚或因母亲去世形成。

表2　不同家庭结构性道德价值观分类均值表

家庭结构 均值 标准差 人数

单亲父亲 79.11 19.45 100

单亲母亲 80.39 18.54 123

核心家庭 87.26 17.89 2007

主干家庭 85.66 18.55 1693

联合家庭 82.76 20.34 584

总　计 85.71 18.62 4507

表2显示，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的分值从高到

低依次是：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单亲

母亲家庭、单亲父亲家庭，其中核心家庭和主干

家庭的分值超过了总均值，且标准差相对偏小，说

明这两类家庭的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最为健康。

一般来说，家庭结构越简单，家庭规模越小，人

际互动模式越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越有效，

彼此间的情感联系也越多，子女从父母那里得到

的关爱和温情也越多，强化来自父母对子女的影

响，父母的教育也更加容易起到正面的作用。在核

心家庭中，父母相对有更多的精力和心思关注子

女、教育子女，如果经常与子女探讨建立正确的爱

情观、婚姻观和性观念，核心家庭的子女性道德

观念也会更加趋于健康。另一方面，单亲家庭虽

然比核心家庭的结构简单，互动模式少，但是由于

家庭中是一父（母）一子的关系，子女缺乏来自母

（父）亲的关爱。父（母）亲也往往承担更重的养

育责任，生活中的经济重担由一个人支撑，如果父

（母）亲再因为工作或者家务事等原因而无暇照

顾孩子，子女会产生严重的心理落差，情绪低落，

双方有效沟通频率降低，家庭教育和性道德教育

处于缺失状态。此类家庭比结构相对复杂的主干

家庭和联合家庭，更不利于青少年形成健康的性

道德价值观。

2. 原配夫妻家庭的子女性道德价值观更积极

在当前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下，婚姻关系是

组建家庭的基础，也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因此，家

庭中的夫妻关系是否是原配，对于家庭结构乃至

家庭关系至关重要。婚姻关系是以性关系为基础

组建的法律所认可的两性关系，性关系是家庭中

的核心和基础，父母的婚姻关系以实际行动潜移

默化影响着青少年。

当父母的婚姻关系为原配夫妻时，组成的家

庭结构较为简单，在注重血缘关系的文化背景

下，相比于其他婚姻关系更容易建立良好的亲子

关系，使子女生长在有安全感、归属感的环境中，

也更容易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增强社会适应

性。另外，青少年的婚姻观念首先是通过父母教

育和对父母行为的模仿获得的。在家庭结构简单

的环境中，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更大，子女通过父母

的言传身教也更加容易接受婚姻忠诚的观念。

表3　父母婚姻关系不同情况下性道德价值观均值表

父母婚姻形式 均值 标准差 人数

原配夫妻 86.04 18.86 3919

离婚再婚 83.48 18.95 250

丧偶再婚 78.20 26.53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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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婚姻形式 均值 标准差 人数

离婚单身 81.14 16.09 93

丧偶单身 87.73 17.53 55

其他 79.42 17.23 19

总计 85.63 19.02 4424

从表3中发现，父母婚姻关系为丧偶单身和

原配夫妻的分值最高，分别是87.73和86.04，远高

于其他婚姻形式。其中丧偶单身家庭，相比于离

婚再婚、丧偶再婚、离婚单身所形成的家庭，其形

成条件并非家庭成员的主观愿望所能达成，而离

婚再婚、丧偶再婚、离婚单身，尤其是前两者形成

的婚姻关系导致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复杂化。

当父母婚姻形式保持双亲血缘关系即原配夫妻和

丧偶单身家庭时，相比于离婚再婚、丧偶再婚等

婚姻形式保证了青少年生长在不那么复杂的家庭

环境里，其他婚姻形式则出现了非血缘关系的家

庭成员，非血缘的家庭关系对青少年成长阶段心

理、性格、人格等各方面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不利

于青少年形成健康的性道德价值观。

（二）家庭关系与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

家庭关系指主要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如夫

妻关系、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婆媳关系、妯

娌关系等，当前家庭制度下主要由婚姻（夫妻）关

系和血缘（亲子）关系组成。

1. 夫妻关系越平等，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越

健康           

父母决策重大事情时民主平等，一是容易形

成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围，充分尊重家庭的每一个

成员，子女的意愿也会得到满足，激发子女与父母

沟通的意愿，认为父母能够理解自己，愿意接受

父母的关爱方式，进而接纳父母的行为方式。在

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青少年更加愿意接受父母的

意见，父母的影响也会起更大的作用。父母民主

商议的决策方式也会得到子女的认同，父母的实

际行动比单纯靠语言教育使子女更加信服，潜移

默化地影响子女的民主平等观念，性道德价值观

也更趋于自由、平等。

调查数据表明，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分值最

高的是“父母共同决策的”，其次是“母亲”、“大

部分是母亲”、“大部分是父亲”和“父亲”。通过

数据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生长在民主氛围浓厚的

家庭中的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也更加积极健康。

2. 家庭亲子关系越好，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

越正向

亲子关系无疑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

关系之一，如果青少年成长阶段亲子关系不是很

好，他的很多情感需求将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

往往会通过其他非正常途径寻求排解和满足，甚

至有子女为了逃避家庭环境而离家出走，更谈不

上接受父母的教育。如果亲子关系良好，青少年从

父母处得到足够的关爱和情感满足，对父母产生

强烈的信任感和依赖感，父母对青少年的影响也

会得到加强，父母对青少年的教育也会起到积极

的作用。

表4　家庭亲子关系不同情况下性道德价值观分类均值表

家庭亲子关系 均值 标准差 人数

非常好 87.44 19.25 2038

比较好 86.06 20.22 502

好 85.31 17.83 1012

一般 83.69 17.04 467

差 82.00 16.97 356

比较差 76.48 15.63 79

很差 87.44 19.25 27

总计 86.06 20.22 4481

从表4发现，家庭亲子关系越好，青少年性道

德价值观的分值也越高，总体上，亲子关系与青

少年性道德价值观呈现非常明显的相关性。

（三）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

1. 父母文化水平对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有显

著影响

调查表明，父母文化水平从低到高影响青少

年性道德价值观分别为83.86、84.00、85.19，父母

文化水平越高，青少年的性道德价值观越积极正

向。一般而言，父母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时，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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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文化素养，也更加懂得科学的教育理念、

正确的教养方式和相对健康的道德观念。父母教

育得当，能够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塑造

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如果家庭教育不得当，

会影响到子女社会适应性和遵从社会规范和社会

道德的能力。随着社会教育的进步，子女受教育程

度普遍比父母高，父母在子女眼里并非是一个无

所不知的人，所以如果父母的文化水平不高，父母

的威信就往往受到影响，很有可能刺激子女的逆

反情绪，表现出对父母教育的内容不屑甚至一概

否定，使父母的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2. 家庭性教育有助于青少年积极性道德价值

观的建立 

青春期是青少年成长阶段非常重要的一个阶

段，生理变化会让他们产生很多不适感，生理上

的变化带来对异性的强烈好奇心。如果父母能及

时发现这些问题，很好的沟通引导子女，帮助子女

排解困惑，有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有助于

建立良好的家庭亲子关系。但是很多家长往往不

懂得如何与子女沟通性的问题，大部分家长没有

开展过性教育。如果有，一般是在女儿青春期阶段

母亲会告知如何应对生理期和学会保护自己免受

伤害，往往包括预防性骚扰和传统性道德观念。

传统观念中父母很少会考虑儿子遇到性伤害，也

很少涉及此类教育。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过父母

性教育的青少年性道德观得分比没有接受的高2.1

分，说明父母对子女开展性教育是相当必要的。

（四）流动家庭与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的增加带来了家庭结构的不稳定和家庭

功能的不完整，形成规模庞大的流动家庭。一般

来说，流动家庭呈现三种情况：一种是独自到城

市打拼，给家庭提供经济来源，其他家庭成员长

期留守在农村，一家人常年两地分居；另一种是夫

妻二人到城市打工，把孩子交给其他亲人抚养，

子女在成长阶段得不到父母的关爱；还有一种是

父母携带子女在城市生活。无论以上哪种流动家

庭，只要不是举家搬迁到城市，只要家庭核心成

员没有扎根在城市，家庭生活充满了不稳定和不

确定性，子女或常年得不到父母的关爱，或随父母

奔波，这些家庭无法提供青少年所需的完整的家

庭功能，甚至有些家庭在流动中导致家庭结构的

变动。家庭流动导致家庭结构的不稳定和家庭功

能的不完整，对青少年的性道德价值观产生负面

影响。表5显示未流动的家庭的分值比流动家庭

的高。

表5　流动家庭不同情况下性道德价值观分类均值表

家庭流动情况 均值 标准差 人数

向欠发达地区流动 85.04 17.24 145

未流动 85.66 19.07 3300

向发达地区流动 84.91 19.70 1039

总　计 85.47 19.16 4484

四、简短的结论

家庭结构、家庭教育、家庭关系和家庭流动

性共同形成了青少年的家庭生活，是家庭生活中

非常重要的几个部分，家庭生活影响到青少年的

人格品质和道德规范。家庭生活通过家庭教育、

情感支持和父母示范效应等方面影响着青少年

的人格培育、道德规范的内化和培养社会适应能

力，从而使青少年在面对多元性价值观冲击的情

况下，形成具有独特的带有个人色彩的性道德价

值观。当家庭教育、情感支持和父母示范效应更

符合个人需求时，青少年更乐于接受正面的性道

德价值观；反之，青少年往往会抵触健康的性道

德价值观。

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处于历史特殊阶段，

新的家庭制度并未完全建立起来。新旧制度的交

替，产生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及家庭关系的多样

化。复杂多变的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给青少年的

成长带来了更多种可能性，使他们的爱情观、婚姻

观和性观念多元化。考察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

反映出当前家庭生活的变迁和社会转型时期面临

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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