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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版 前 言

性是人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男女老少概莫能外 。 枟孟子 · 告子上枠提出 ：“食

色 ，性也” ，就是把性当作人的基本需要 。英国著名哲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素说

过 ：“一切无知都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对性这样的事无知则是严重的危险 。”说明性

对于人的一生 ，乃至整个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 。 弗洛伊德也说过 ：“（性）本能是匹

野马 ，理智比作缰绳 ，没有缰绳的未经驯服的野马是毫无用处的 ，只有缰绳控制的

马 ，才是一匹有用的马 。”这句话十分精辟地告诉人们 ：性需要用理智去管理 。 而人

的理智不是与生俱来的 ，它需要教育 ，需要引导 。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指示 ：“一定要

把青春期的卫生知识教给男女青年 ，让他们用科学的知识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促进

正常发育 。”他还强调 ：“性神秘是封建意识 ，性问题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

由于长期受到封建传统观念影响 ，周总理的话未能落实 。 借改革开放的东风 ，

我国性科学的研究和普及终于迎来了缕缕阳光 。 １９８３ 年 ，泌尿外科学家吴阶平院

士主持编译的枟性医学枠出版 ，标志着我国性科学禁区已经被打破 。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 ，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国家计生委）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教育部前

身 ，简称国家教委）联合下达枟关于在中学中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枠 ，我国各地的

学校相继不同程度地开展了青春期教育 。 １９９０ 年国家教委与卫生部颁布了枟学校

卫生工作条例枠明文规定 ：“普通高校要开展健康教育选修课或者讲座” 。 １９９３ 年

国家教委和卫生部发布了枟大学生健康教育课程的基本要求枠 ，其中性健康教育是

青春期教育和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 。 １９９６年国家计生委和国家教委又发出枟关于

在普通中学进一步开展人口与青春期教育的通知枠 。 此后 ，国内一些较开放地区

（如北京 、上海 、广州 、福州和武汉等城市）的高校相继开设了与性教育相关的课程 。



　· ii ·

在我国 ，性健康教育还是一个新兴学科 ，它涉及性解剖生理 、性心理 、性法律道

德和教育学等多个领域 ，而且并无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 。我们只有坚持从我国的

基本国情出发 ，既继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又合理地吸收国外的优秀文化 ；既传

授性的自然科学知识 ，又注重性伦理道德教育 ，才能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 、具

有中国特色的性健康教育的新路子 。

本书获福建师范大学教师教育课程教材建设项目资助 ，同时也是原福建省教育

委员会立项项目“大学生性健康教育调查” 、陈德仁基金资助项目“性健康心理咨询在

大学教学中的功能和作用”和福建师范大学校精品课程的成果之一 ，是在福建师范大

学进行十年枟性健康教育学枠公共选修课的基础上 ，结合国内外性科学和性教育学各

领域学者多年研究成果 ，参考了中外近百本（篇）性学著作（论文）编写而成的 。

五年间 ，本书重印了多次 ，得到许多教育工作者的肯定和广大学生的好评 ，被

许多高校列为性健康教育教材或参考资料 ，经历五年的教学实践以及教师的教学

反馈 ，结合当前中国性教育的现状 ，决定对本书内容进行适当修改后再版 ，以适应

社会发展的需要 。

本书编写及修订过程中 ，得到兄弟院校及关心性教育的专家 、教师的大力支

持 ，以及我校各级领导的关怀和帮助 。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孟宪武研究员 、福建师

范大学张彦定教授 、洪炎国教授 、余望编辑 、陈祖祺副研究员 、黄键副教授 、陈雅娟

老师 、林玮老师以及莆田学院的黄志明副教授在资料收集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谨

表衷心感谢 。

由于性科学和性健康教育浩瀚的理论体系 ，加之我们涉足不够深入 、学识有限 ，

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同仁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或建议 ，以便今后进一步修改 。

２０１１年 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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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在我国，性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也是一个禁区。许多人对性存在畸形心理，鲁

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的性意识：“中国人一看到胳膊，就想到大腿，想到生殖

器，想到……”由于长期以来受到性封闭、性愚昧的影响，社会上“性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性盲多于文盲”和“谈性色变”等现象仍然存在，目前的现状是：家长羞于说，老

师挑着讲，学生偷着看。许多人对性存有矛盾心理。一方面，很想获得这方面的知

识；但另一方面，又怕别人知道自己在了解这一方面的内容。就性科学而言，由于缺

乏系统的、科学的性健康教育，错误地对性产生不洁感、神秘感、罪恶感或压抑感，导

致性无知。曾经有一对农村夫妇，把避孕套拿去熬汤喝，认为这样可以避孕，结果可

想而知。有大学生咨询“男女同泳会怀孕吗？”的尴尬问题。甚至有报道一对研究生

夫妇结婚三年仍没有生育，到医院检查发现，女方仍是黄花闺女。然而，近三十年来，

由于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一些性观念不断渗入，“性自由”等西方性观念的影响

相当严重，导致有些人走向另一极端———性泛滥。他们往往不加分析，不分善恶美

丑，全盘吸收，盲目效仿，导致性混乱，甚至性犯罪。据报道，台湾１５岁以下的人中，

１０％有婚前性行为；１５～１９岁的人群中有５０％的男性和３０％的女性有２名以上的性

伴侣；有３名以上性伴侣的男性占１５％，女性占１０％。我们２００２年的调查结果发现，

大学生中，目前有过性交行为的学生占９．０％左右，对婚前性行为持不同肯定态度的

占７０％左右。特别是近年来，一些人为了私利丧失最起码的道德，把许多非法色情信

息通过网络、手机等途径进行传播，侵袭人们的心灵。裸聊、未婚先孕、“艳照门”、

“日记门”等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当然，更多人还是处于“十字路口”，性观

念处于混乱状态，无所适从，感到无限的困惑。如何对待性问题，就成为一个十分

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我国性教育先驱者之一张竞生博士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提及性教育时就说过：“说及性教育问题，关乎人生比什么科学与艺术更大。

……现在许多政治家专心去研究经济，而世界上的教育家竟忘却了这个比经济更

重大的性欲问题。”加强性健康教育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人类性存在

　　（一）人类的性进化

１．生物界的性存在

数亿年以前，没有生命的物质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形成了生命物质。原



始的生命虽然简单，但一旦形成，就具有一代一代延续下去的能力。在漫长的进化

过程中，生命渐渐从没有细胞结构发展到有细胞结构，从单细胞生物发展到多细胞

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水生到陆生，不断进化。

低等生物，像病毒、细菌，没有性别。病毒通过复制，细菌通过分裂来繁殖后

代。这种不经过雌雄两性交配而产生后代的传代方式称为无性繁殖。

随着进化，生物出现了性别差异。植物的花分化出了雄蕊和雌蕊，植物本身也

有雌雄同株或雌雄异株之分，可以进行有性繁殖了。当然，植物还可以通过扦插、

压条等方式进行无性繁殖。动物也出现了雌雄分化，雄性个体产生精子，雌性个体

产生卵子。精子和卵子结合后就形成了新的生命。新个体中由于含有双亲的遗传

基因，就具有了父母双亲的遗传特性。这种传代方式称为有性繁殖（图绪１）。有

性繁殖可以产生许多变异的后代，既有集中了双亲遗传优势的个体，也有不良性状

的个体，这就为自然选择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生存竞争中，适者生存，不适者就

被淘汰。这样，就促使生物不断进化，使生命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地球上的生命经

过亿百年的进化，才最后进化到今天的人类。

图绪１　魏晋墓砖画：《马交配》

（转引自：刘达临．性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可见，性在生物界中普遍存在，同时也是生物适应环境和进化的重要因素。

２．人类的性存在

人类是自然进化的产物。生物界中性是普遍存在的，那么人类的性也是客观

存在的，是抹杀不了的。性是人类社会中无时不在的客观现象：一旦卵子与精子结

合，你的性别就已决定；当你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时，人们首先关心的是“男孩还

是女孩”；当你填写各种表格时，总有一栏要你填上“男”还是“女”；即便是你想“方

便”时，也得寻找适合于你的场所———“男厕”还是“女厕”……因此，不管你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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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性就在你身边。性问题是人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男女老幼概莫能外。孟子

说：“食色，性也”，就是把性当作人的基本需要。从人类的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史

来看，性的存在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生物学存在、心理学存在和社会学存在，

故男女性别差异应由三个方面组成。在性科学上使用“性”、“性别”和“性角色与性

身份”这三个术语加以标示。

性（ｓｅｘ）是指男女两性在生物学上的差别，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又称为生物性

别。决定性的差别是性染色体以及由性染色体差异所导致的性器官的差别，并由

此而引发的附属于生殖器官系统的其他一些解剖及生理方面的两性差异。它包括

男女性染色体、内生殖器、外生殖器和第二性征等方面的差别。现实生活中的“性

别”一般指的就是生物学上的“性”。

性别（ｇｅｎｄｅｒ）是指男女两性在心理学上的差异，又称心理性别。比如在性格、

气质、感觉、感情和智力等方面的差异。美国学者马可比（Ｅ．Ｅ．ＭａｃＣｏｂｙ）和杰克

林（Ｃ．Ｎ．Ｊａｃｌｉｎ）根据大量的研究，在他们的《性差心理学》（１９７４）专著中总结出男

女的四项心理差异：女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较好；男子的视觉、平衡能力较强；男子的

数学能力较高；男子更为好斗。目前的一些资料认为，男女两性的心理差异主要表

现在情感上。男性粗犷猛烈；女性多愁善感、性情温和。在性爱上，男性一般较为

主动、外露，表现为去爱别人；女性则较为被动、含蓄，往往表现为被人爱。在性行

为的心理反应上，男性的激情是迅猛而短暂的；女性的激情是持久而回味无穷的。

性身份（ｇｅ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与性角色（ｓｅｘｒｏｌｅ）是指男女两性社会学上的差别，

是从主体与客体两个角度所表述的性的社会属性。性身份是指个体对自我生物的

性的认知和态度，即自我是男是女的感知，是个体性的社会属性的自我心理状态。

性身份形成的因素有生物和社会教养两方面，社会教养更为重要。性身份一般在

３岁时就已经确立，且一旦形成就难以更改。

性角色是指社会约定俗成的表现男女差异的社会行为模式或规定，即个体在

社会生活中其性身份被人认知、描述和确证，是个体性的社会属性的外显状态。性

身份与性角色体现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家庭分工以至于在娱乐、

打扮、爱好及其行为举止等诸方面，都能体现出来。例如，在社会分工中，有些工作

通常由男性承担，有些工作则通常由女性负责。在社会生活中，男女两性各自展现

出不同的形象和表现出有差异的角色。男女性角色随着社会的进步会更合理地发

展和完善。传统观念中的男性角色与女性角色必定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发生根本的

变化。

一般情况下，９０％以上的人生物学上的“性”与心理学上的“性别”和社会学上

的“性角色”是相协调的或一致的。但当对这三种性存在的认知出现相互矛盾时，

个体即显示出异常激烈的心理矛盾，表现出性别认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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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类的性功能

动物进化到人类，性的涵义已不仅仅局限在生殖上，它的功能已经大大扩展

了。除了生殖外，性至少还具备享乐、健康和认同等功能。

生殖是性的最基本的功能，繁殖后代是最低层次的生存需要。人类对性还不

甚了解时，生殖功能就已经存在了。人类的性活动除了生殖繁衍的需要外，更多的

是心理上的需求，促进人类快乐、健康。随着社会的发展，性的生育功能明显减弱

（有生殖价值的性生活在人的一生中仅少数几次，有的人甚至选择不生育），但性的

享乐（愉悦）功能和健康功能则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得到人类的推崇。性活动是男

女双方情感交流的一种手段，适当和谐的夫妻性生活会使男女双方愉悦身心，不仅

能享受性的乐趣。还能促进双方的身心健康。我国古代所著的“房中术”和“房室

养生方”等方面的著作就是对性的这两方面功能的探索和总结。当然，“纵欲催人

老”，过于频繁的性生活使体力精力得不到及时恢复也不利于身心健康。认同是指

性角色的认定、接纳和和谐，男女双方融为一体，达到性爱的最高境界。

　　（三）人类的性本性

人类的性本性是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两种因素互相结合的产物，它有以下几

个特点：

１．高度性感，但可以忍受适中的性规范

人是最为性感的动物。动物学家指出，猴类与猿类就是高度性感的动物。然而

人类在性感的程度上要超过猿猴和其他一切高等动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性发育上看，人类的性感程度远远超过动物。首先，女性的乳房从青

春期就开始发育，而且即使到生命的终止也不会回缩，仅仅是乳房萎缩而已。其他

雌性哺乳动物的乳房却只在哺乳期内才发育，哺乳结束，乳房就回缩。同时，人类

的乳头和乳房是重要的性敏感区之一，而其他雌性动物的乳头和乳房却没有接受

性刺激的功能。在人类，乳房不仅具有接受性刺激的功能，还有输出性刺激的功

能。如男性看到女性丰满的乳房，会激发性冲动。其次，女性的阴蒂比其他动物更

加发达，成为了最重要的性敏感部位，仅仅刺激阴蒂就可以使女性达到性高潮。

第二，从性生理上看，动物有发情期，仅在发情期内才有与异性交媾。而人类

已没有明显的发情周期，不管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只要有适当的性刺激，人类都可

以进入性的兴奋状态，进行性活动（人类女性或多或少保留着一些发情周期的遗

迹，比如女性在排卵期时的性欲更强烈一些，而在其他时期性欲则相对弱些，但性

欲更大程度上受到大脑的控制）。因此，人类性活动的总量远远超过任何一种

动物。

第三，从性刺激上看，动物的外部刺激主要是异性的直接刺激，如第一信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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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声、光、电、气等，而人类除此之外，还可接受第二信号系统（如语言、文字、图像

等）的刺激。人类即使在没有任何信号刺激的情况下，单凭自己大脑对性的想象也

能引起性兴奋。

第四，从性行为过程上看，面对面的性交方式也是人类性活动与其他动物的一

个本质区别。高等哺乳动物是背入式的性交，而进化到人类，性交也发展成面对面

进行。面对面性交，双方才有可能充分发展视觉和听觉的作用，运用表情、神态、举

止以及语言来进行心理和情感的交流，更深切地感受到对方的与众不同之处，对对

方产生强烈的爱慕和依恋之情；面对面的性交，还解放出自己的双手，双方才有可

能运用双手和口、舌等，从以嗅觉为主，转为以触觉为主的爱抚方式，促使人类性敏

感区更加发达、更加广泛、更加敏锐。此外，在人类，女性性功能进化的最主要特征

是出现性高潮。女性具有连续多次获得性高潮的能力。

第五，从性行为的目的上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非生殖性行为比生殖性

行为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不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称为非生殖性行为。人类的

性行为，从调情、亲吻、搂抱、抚摸，一直到性交，更多的是为了获得性快感和性高

潮。性快感和性高潮是人类性行为的动力，受孕则成为性交的结果和副产品。人

类性的享乐、健康等功能越来越明显，而生育已不再是性的主要功能。也只有这

样，人类才产生了独有的情爱和性爱，才可能出现一对一的爱情和婚姻。

这是人类性感或本能的情形，但我们不能片面强调性的这种本能。人类又是

理智的动物，人的神经系统已经发展到能够了解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预见未来。

这时，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逐渐形成了性文化中约定俗成的性规范，这种

规范发展到后来就形成了一整套的性道德、性法律、婚姻制度、宗教禁忌等，乃至于

建立一夫一妻制度。人类社会的性规范，有时会苛刻严厉到极端的地步，如西欧中

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和中国古代宋明以后的性禁锢。

适中的性规范是人类能够接受的。性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的性爱本能不能

过分地压抑，只能给予合理的引导，否则将使人的身心遭受伤害或遇到反抗。

２．求新冲动与结偶习性的矛盾统一

人的求爱过程往往延续几周，几个月，甚至长达几年，要形成一个坠入情网的

过程，钟情于一个人，然后才有性行为。这种现象来源于人的结偶习性，而男女一

旦结合，这种结偶关系就更加牢固。所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一

夜夫妻百日恩”就是这种本能习性的表现。有些人为了得到对方，迫不及待地与对

方发生性行为，试图想借此来稳定两人的关系，这种心理就可归结为人的结偶

习性。

人类虽有结偶的习性，但结偶以后也会有感情的变化以致男女的离异。也就

是说，人类也有喜新厌旧的习性。恩格斯指出：“个人性爱的持久在各个不同的人

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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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在个人生活不定时易于攀附他人，维持原偶，在条件改善时，又往往显得外

向，去追求婚外的新感情。人的这种喜新厌旧的倾向，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

容忍的程度是不同的。

３．防护性刺激与追求性刺激矛盾统一

原始社会，人类保留着动物的许多本能，性崇拜和生殖器崇拜成为时尚，如古

代把性器官放在显著位置。后来，人类意识到，为了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必须限

制自己的性行为。而为了限制自己的性行为，首先必须减少性刺激。为此，人类最

初用树叶或兽皮遮住了性器官，即遮住了第一性征。之后，随着人类文明进步，人

们觉得只遮住第一性征还不够，第二性征，如丰腴的乳房、圆硕的臀部也能引起联

想，引起刺激，所以也要遮住，于是，穿上了衣服，系上了裙子。然而，皮肤的裸露也

能传递信息引起刺激作用，于是，便用布料将全身裹起来。有的民族还用头巾或纱

巾将妇女的嘴和脸遮起来。不仅如此，由于第二信号系统的存在，有些书刊、影视

等均被列为禁止之列，这些是人类对防护性刺激迄今为止所作的努力。

但是，人作为一个高度性感的动物，它的生物本性使他不能忍受这样苛刻的束

缚。人的本能趋向是：即便不能有性行为的自由，他们也要求有性信息的刺激来作

为精神补偿，即性补偿。如性小说、春宫画、歌赋、诗词、戏曲、装束打扮等等，不一

而足。于是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以各种方式限制人们的性行为，而另一

方面却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性刺激，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例如，女子一方面掩怀

遮乳，另一方面却用胸罩来衬托自己的线条，并以此模仿性兴奋状态中乳房肿胀的

模样；为了扩大臀部的影响，一方面使用裙撑，另一方面穿高跟鞋走路时挺胸收腹

增加臀部摇动；为了增强性刺激，广泛使用唇膏、胭脂、香水来加强唇部性信号、面

颊红晕性信号和体臭性信号。

这就是人类在防护性刺激与追求性刺激面前遇到的深刻矛盾，其根源就是来

自人类的性爱本性，是掩盖不了的事实。因此，人类一直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适当

的平衡点，这就是人类的性补偿系统。比如，在艺术上，以男欢女爱为内容的通俗

歌曲、绘画、爱情小说、人体摄影、性爱影视等就充当了人们心理补偿物的重要角

色，也是人们寻找这种平衡点的具体表现。但是，性补偿系统存在着一个分寸与度

的问题。具体说，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如何划分“黄”与“非黄”的界限问题。这是

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至少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判断：一是要看目的动机。

若以营利为目的、非正规渠道的性传播，或以寻求性刺激、追求性淫乐为目的的性

欣赏都是应禁止的。二是要讲景于伦理，一切皆同时间、地点、对象等条件而转移。

即使是相同的性内容，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或对于不同的对象，都可能产生

截然不同的效果。三是要遵守当时、当地约定俗成的通则。也就是说，不同地区、

不同时代的性观念可能存在着差异，对性的看法可能也就会不同。比如，在中国，

卖淫与嫖娼是被禁止的；但在荷兰，斯洛文尼亚，德国等国家，卖淫则是合法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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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性婚姻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但在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瑞典等许多国家，同

性婚姻则是合法的。此外，就个人而言，如何看待“黄”与“非黄”还与个人的素质密

切相关。对于思想高尚的人，即使看到“黄色”的东西，仍能从中汲取有益营养，“艺

术家不以好色的眼光看待裸体或美女”就是这个道理；而对于意志薄弱的人，即使

是著名的“维纳斯”或“大卫”，也可能浮想联翩。

　　（四）人类性的三种属性

人类的性具有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三种性存在，因此，它就相应具有

三种性属性，即生物属性、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

１．性的生物属性

性的生物属性是人类性活动的基础。从生物学角度上说，性是人类繁衍的基

础，这是性的自然属性。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人类从生物学上可分为雌雄两性，

不同性别的个体具有不同的性细胞。性成熟后，在性激素的作用下，两性个体具有

相互吸引和相互交接的愿望，正是由于人类具有了这种性的生物属性，才有了男女

的结合，人类才得以繁衍和进化。

但是，性行为作为人类的一种本能，又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又受到心理因素和

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甚至有时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２．性的心理属性

性的心理属性是人类性活动的重要特性。人类的性活动是个体的动机、态度、

情绪、人格及行为的综合体现，是一种心理现象。

人类的性心理属性与其他动物随着性发育成熟产生性欲而冲动行事是完全不

同的。在动物界，动物的性活动是为了满足性欲，体验由此带来的强烈快感。对于

它们来说，到了发情期，其交媾行为是一种无意识的本能。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

以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性交。但对于人类，其性活动是有意识的，受到心理活动的

支配和调节。性欲虽然是一种生理冲动，是性进入成熟期后必然会产生的一种自

然现象。但人类不会一旦有了性冲动就要通过性行为来得以发泄和满足。性欲会

促使男女间的交流，但异性间的交往和追求不仅仅是为了发泄性欲，更多的是为了

心理的体验和感情的沟通。人类的性活动也有别于其他哺乳动物，人类的性活动

首先产生于心理体验，而如何去活动，则又受到大脑的支配。人类的性爱是在爱情

的基础上产生的，性爱是性与爱的结合，爱中生性，性中有爱，没有爱的性无异于动

物的本能行为。人类的性行为除了发泄性欲，繁衍后代，更多的是为了获得愉悦的

性体验和性享受，从而全面调节人类的快乐、生育和健康等。因此，人类性活动时，

必须顾及时间、地点等因素的影响。

如果性心理偏离了正常的范围，则可能产生心理压力，甚至导致性心理障碍或

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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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性的社会属性

性的社会属性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人类性活动所表现出来的

性角色形成、性的社会化、性观念、性习俗和性文化等，是人类性的本质属性。

人类的一切性活动与他所处的社会有密切关系。即使是男女两性间直接的性

交活动，虽然表现出来的是个人的活动，其活动的结果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总

是离不开社会的。因此，人类的性活动具有社会属性，必须受到社会的制约。我们

不能离开人的社会属性去单纯地理解人类性活动的生物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说：

“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

他活动，并使他们成为最后的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９４页）。也就是说，性的生物属性为人类的性活动提

供了生理机能和物质基础，但它不是人类性的内在本质属性。

人类的性受到社会文明程度、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性观念的制约和影响。

因此，它不是静止不动的，人类性的社会属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赋予不同内容。

比如，在西方国家传统性观念中，追求的是“性与爱的统一”，即重视的是性的生物

属性与心理属性的结合，而忽略了性的社会属性，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在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追求的则是“性、爱与婚姻的统一”，即既强调性必须以爱情

为基础，又强调性爱必须在合法的婚姻范围之内。

总之，人类的性是生理 心理 社会因素共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三者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在这个整体的内部，生物属性是性活动的物

质基础，是人性活动的前提，没有生物属性，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就无从谈起；心理

属性一方面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影响生物属性的表达，另一方面又促进社会属性

的变化；社会属性制约着心理的发展，又控制着人类的本能行为。

　　二、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内容和目的

健康是一种生理、心理、社会适应和道德臻于完满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

病和虚弱的状态。性健康同样包括生理、心理、社会适应和道德方面的健康。具体

说，性健康是指在身心和谐、人性丰满的基础上，通过密切人际交往和建设爱情的

方式，达到性行为在肉体、感情、理智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协调和圆满。性健康

教育的内容和目的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性生物学教育

性生物学教育是性健康教育的基础。没有性生物学的性教育是无源之水、无

根之木，性教育就无从谈起。性生物学是研究与性活动有关的复杂的身体状态和

现象的科学。性生物学内容包括性解剖、性生理、性发育、性卫生保健、性活动规

律，以及性发育异常等。通过性生物学知识的系统教育，使学生初步掌握性基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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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有利于消除性愚昧和性无知，促进正常性生理发育，促进身体健康。

　　（二）性心理学教育

性心理学教育是性健康教育的关键。性心理学是研究人的性心理活动及其规

律的科学。其主要内容包括性心理发展过程、不同发育阶段的性心理与性意识、性

心理活动过程和与人格特质相关的性心理（如个体对性的态度、评价、性取向等）。

通过性心理教育，使个体能够正确认识自我，并愉快接纳自己的性别；有利于青少

年社会化，促进其健康人格的形成和性心理的健康、全面发展；有利于建立良好和

谐的人际关系，并可为恋爱、择偶、婚姻家庭作好准备。

　　（三）性社会学教育

性社会学教育是性健康教育的重点。性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

究人类与性有关的各种现象。其研究内容广泛而丰富。总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

几方面：计划生育主要介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避孕节育方法与优生优育等内容，

达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目的；性传播疾病主要介绍常见的性传播疾

病，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的力量预防控制性传播疾病；性道德法律则主要介绍社会主

义制度下的性道德和性法律规范，以指导、调整和规范人们的性意识和性行为，减

少或防止性犯罪等行为的发生；性美学主要介绍性审美规律，树立人们健康的性形

象，使人们从审美角度看待异性和同性、自己和别人，使两性间的审美得到真正的

和谐，并促进个人素质提高和社会文明进步。

　　三、正确评价性健康教育的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性，认为性是肮脏的、不道德的和羞耻的。一

般人认为，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性只能偷偷地做，不能大声地说，更谈不上正规教

育了。他们认为，性教育就等于教唆人们，教人们学坏。然而，近年来，对性教育宣传

力度的不断扩大，人们逐渐意识到性教育的重要性。但有一些人似乎又走向了另一

个极端，认为性教育非常重要，只要进行了性教育，与性有关的一切问题就必然得到

解决。以上这两种忽略性教育作用和片面夸大性教育作用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都是

有害的。忽视性教育作用会阻碍性教育的健康、顺利开展，使人们失去接受性教育的

机会而导致性无知；片面夸大性教育作用则会导致人们“一叶遮目，不见森林”，认为

只要进行了性教育，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指望性教育能彻底根除性罪错、防

止性犯罪、杜绝性心理障碍、根除性传播疾病等不良社会现象。事实并非如此，性教

育在这方面的确能起到一定的良好作用，但不是根本性或决定性的作用。人类的性

问题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可能单纯靠性教育来解决一切。正如彭晓晖

教授在《性科学概论》中所说的那样：“只有性教育的成果达到了全社会的性知识、性

·９·绪　　论



行为、性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全面更新或进步，再配合社会的其他有利于促进这一

进程的各种手段，上述的社会弊端和性传播疾病才能被有效地遏制，但还是很难根

除。……性教育并非是能够解决社会性活动领域中一切问题的万应灵药。”

总之，不能指望通过性健康教育的学习，就能马上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性健

康。性健康教育是让人们了解性基本知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性态度和性观念，

来为自己和他人服务。正如朱坚教授所说的：“它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掌握促进

各方面健康的性生理学、性心理学、性社会学和性道德性法律等综合知识，更重

要的是帮助人们把学习到的知识转变为坚定的信念和自觉的行为，建立促进身

心健康的、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增进婚姻家庭幸

福，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当出现性问题

时，能冷静看待，通过有效途径寻求解决办法。叶恭绍教授在《周恩来关心性教

育》中说过：“性教育是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促进个人的身心健康和性品质的培养

及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问题，它是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途径之一。这也是性健

康教育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四、性健康教育的基本原则

　　（一）适时、适度和适当原则

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特点和承受能力，不失时机地进行必要

的性教育。适时，就是要依年龄不同，长幼有别地进行教育；适度，就是依对象的理解

水平，掌握一定的教育深度；适当，就是要根据对象的不同特点，使用适当的方式方法

进行教育。性教育既不能“超前”，又要掌握分寸，防止过度教育。对儿童主要进行性

角色教育；针对性发育成熟提早趋势，在小学高年级开始进行性生理和性卫生保健教

育，使他们在性发育时不至于产生困惑，措手不及；对初中生则应侧重进行性心理教

育，使他们不至于对一些生理现象感到烦恼或焦虑；高中阶段，则应加强性道德教育，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幸福观和恋爱观，避免学生过早地陷入爱河；大学阶段侧重进行

恋爱观、性伦理道德、性法制教育，牢固社会主义性观念，增强对恋爱婚姻的责任感，

使自己的行为严格控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这样，就能及时解决他们生活中遇

到的麻烦，帮助他们完善健全的人格，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二）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原则

学校性健康教育应具有较强的目的性，按照一定的教学计划和大纲进行科学、

规范的教育。使学生获得系统的科学的性知识，破除性愚昧、性无知，减少心理压

力，增强自觉抵御性诱惑的能力。要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教育，不能片面，更不

能断章取义地进行。否则起不到教育的效果，甚至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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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同步性原则

性健康教育是一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同步进行，互相

补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是学生的第一环境，父母亲

是学生的第一任启蒙教师。健康文明的家庭环境对学生的成长会起到积极的潜移

默化的作用。很难想象在一个低级趣味环境中成长的子女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同

时，父母的参与，有助于建立学校与家庭的互相信赖与密切联系，使观点保持一致，

否则会导致学生对父母或学校的不信任感，造成教育挫折。学校是进行性健康教

育的主战场，针对不同年龄特点进行系统的科学的性知识教育是性健康教育最有

效、最主要的途径。它可与多学科交叉，形成一个系统的课程体系，使学生全面掌

握性角色、性生理、性伦理、性法律、性审美等方面的知识，打破性愚昧和性神秘观

念的束缚，又能自觉抵御西方的“性自由”、“性解放”等思潮的侵袭，树立积极健康

向上的人格，有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同时，应大力“扫黄打非”，对传播媒体

中的“黄色文化”坚决予以打击。通过传播媒体进行健康的、科学的性科学知识教

育，形成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如果学校的教育与社会环境相矛盾，很难

让学生相信他们正朝着社会所需要的方向发展，就很难取到教育效果。

　　（四）严肃性、灵活性和保密性原则

性健康教育绝不等同于通过传媒以娱乐为目的而获得的性知识，更不同于“黄

色文化”，它必须坚持严肃的态度。灵活性体现在教育方法和手段上，如根据内容

需要，灵活采用幻灯、挂图、模型、录像和多媒体等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同时可

以采用课堂教学、男女分开讨论、咨询等方式组织教学，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兴趣，提高教学实效。对咨询的学生应采取保密的态度。若要用于教学，则应首先

征求对方的同意，且绝对不能透露姓名等详细情况。

　　（五）群体普及教育与个别咨询指导相结合原则

群体普及教育是通过教学或各种传播媒体的作用，普遍提高大众的性健康知

识水平和性素质，帮助他们解决普遍存在的心理困扰。个别咨询是针对不同个体

进行个别心理指导，排除心理障碍，帮助他们自己树立正确的性观念，完善健全的

人格，避免因性心理障碍而导致不幸事件的发生。

　　五、性健康教育中的错误观念

　　（一）封闭保险论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把异性间的接触限制到最低限度，就保险了。其实，这只

·１１·绪　　论



是主观愿望，生理上的要求和心理上的变化都是客观存在的，封闭是封不了的。如

果采取封闭、压抑的态度，只能是适得其反。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的“对性这

样一种绝对自然的事情，人们要求的强烈程度往往同禁令的严厉程度成正比”，越

是压抑就越想尝试，这就是所谓的“强化刺激”或“逆反心理”。正确的办法只能是

主动积极疏导，从性生理、性心理和性道德等方面去引导青少年，使他们学会控制

自己，而不致误入歧途。

当然，也有一些人知道封闭是封闭不了的，但却错误地认为，封闭总比不封闭

好，封闭一点是一点。他们完全不懂得教育、引导的结果。甚至有些人把正面教育

看作是诱发一些不良行为的祸首，混淆了教育与诱发的界限，这就更加错误了。性

本身并没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分，出现各种问题是缺乏教育，没有真正引导的结果。

　　（二）无师自通论

《孟子》曰：“食色，性也”。因此有人就认为，性是人的天性，像小孩一生出来就

会吸奶一样，性也不需要教育，孩子长大后自然就会知道。这种观点是十分有害

的。没有正规教育而失去理智和道德控制的“自通”或“自学成材”会使青少年陷入

危险的境地，甚至会“走火入魔”。如果不给予积极的教育，孩子就会自己去“拜师

访友”，在这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里，就有可能被引到歧途上去。性道德和性法律

更需要教育，如果不用科学的性知识和性道德观念去占领他，那么非科学的、淫秽

的、低级下流的东西就会去支配他。

现实生活实践也证明了无师是不能自通的。曾经有一位中学生，由于遗精而

卧轨自杀，他在遗书中说：“我得了不治之症，只有一死了之”。有些人碰到一些正

常的性问题也惊慌失色，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或导致心理障碍。比如，有的人认为

手淫是恐怖的，陷入深深的自责与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

　　（三）放任自流论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对性问题无所谓，没什么可怕。他们不认为性教育一定能

防止青少年不良性行为的发生，也许还有副作用。与其这样，倒不如任其自流。这

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弗洛伊德曾说过：“（性）本能是匹野马，理智比作缰绳，

没有缰绳的未经驯服的野马是毫无用处的，只有缰绳控制的马，才是一匹有用的

马。”这句话十分精辟地告诉人们：性需要用理智去管理。而人的理智不是与生俱

来的，它需要教育，需要引导。任何任其发展而不加教育引导的观点都是相当有害

的。正如我们的法律不一定能阻止所有的人犯罪，但不能因此说法律是无用的，仍

应进行法制教育。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性教育也应当加以积极的引导和规范，切

不可任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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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救急论

这是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持此观点的人总存在着侥幸心理，认为青少年犯

性罪错的只是少数，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不会出问题的，认为出了问题再去解

决也不迟。但他们往往缺乏思想准备，若真的出现了问题，则往往采取粗暴的方法

解决，当然起不到良好的效果。比如，发现自己的孩子或学生与异性交往时，认为

这是天大的事，往往采取批评指责，甚至是阻拦的态度加以干涉。本来是正常的两

性交往，错误地被“急救”起来，会导致逆反心理，反而会产生不良后果。

上述这些错误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实际上这些观点

都是性禁锢与性神秘的产物。在进行性健康教育时，首先必须摒弃这些错误的观

念，才有可能较客观地去对待性科学与性教育。

思考题

１．什么是性健康？开展性健康教育有什么意义？

２．我国进行性健康教育必须坚持怎样的导向？教育中应纠正哪些错误的

观念？

３．在开展性健康教育时，应该坚持哪些基本原则？

４．应该如何客观评价性健康教育的作用？

５．人类性的三种属性是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有何指导意义？

６．如何区分“黄”与“非黄”或“黄色淫秽”与“科学艺术”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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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殖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生殖系统（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是由一系列繁殖后代、延续种族的器官所组

成，可分为男性生殖系统和女性生殖系统。生殖器官按解剖位置可分为内生殖器

和外生殖器。内生殖器是产生并排出生殖细胞的器官（在女性尚有孕育胚胎的作

用），包括产生生殖细胞及分泌性激素的生殖腺、输送生殖细胞的管道及其附属腺；

外生殖器是完成体内受精的器官。两者以不同的形态结构，执行着同一的生殖功

能，以保证个体繁殖和种族延续。按功能，生殖器可分为主性器官和附性器官。男

性和女性的主性器官分别为睾丸和卵巢。

第一节　男性生殖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男性生殖器由外生殖器和内生殖器组成。男性外生殖器（ｍａｌｅｅｓｔｅｒｎａｌｇｅｎｉ

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ｓ）包括阴阜、阴茎和阴囊；男性内生殖器（ｍａ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ｇｅｎｉ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ｓ）包

括睾丸、输精管道和附属腺。睾丸是产生精子和分泌男性激素的器官；输精管道

包括附睾、输精管、射精管和尿道；附属腺有精囊、前列腺和尿道球腺，它们的分

泌物参与组成精液，供给精子营养，并有利于精子活动。睾丸产生的精子，先贮

存于附睾内，并在此继续发育成熟。当射精时，经输精管、射精管，最后经尿道排

出体外。

　　一、男性外生殖器

　　（一）阴阜

耻骨联合前面上方有一浅横沟，称为耻骨沟，借此沟与腹部分界。此沟以下部

分称为阴阜（ｍｏｎｓｐｕｂｉｓ）。阴阜由皮肤及丰富的皮下脂肪组织组成，分布有皮脂

腺和汗腺。从青春期开始长有硬而弯曲的阴毛，这是男性第二性征的标志之一。

雄性激素缺乏可表现为阴毛稀少或不发育。



图１１　男性骨盆正中矢状切面

图１２　男性生殖系统示意图　　

　　（二）阴囊

阴囊（ｓｃｒｏｔｕｍ）是包在睾丸、附睾和精索

游离段外面的多层结构囊袋，自外向内分别

为皮肤、肉膜、包被睾丸和精索的被膜。该被

膜又可分为提睾筋膜、提睾肌、睾丸精索鞘

膜、睾丸固有鞘膜和鞘膜腔。阴囊的皮肤薄

而柔软，有明显的色素沉着，并长有稀疏的阴

毛。阴囊内有阴囊膈，将阴囊分为左右两腔，

各容纳一个睾丸和附睾。阴囊富有韧性和弹

性，在受到冲击时，具有缓冲作用，以减少睾

丸受损的概率（图１１、１２）。皮下组织有平

滑肌构成的阴囊肉膜，它的舒张与收缩能调

节阴囊内的温度，以保证精子产生的温度条

件。人类睾丸产生精子所需要温度比体内温度低２～５℃。当阴囊内温度较高时，

阴囊舒张，一方面使阴囊远离身体，另一方面使阴囊血循加速散热加强，达到降低

阴囊内温度的作用。当阴囊遇到寒冷刺激时，收缩形成许多皱褶，使阴囊散热减少

和睾丸接近躯体，起到保温作用。因此，阴囊除了保护作用外，还是一个天然的“恒

温器”，使阴囊维护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有利于睾丸的生精作用。

胚胎发育早期，睾丸位于腹腔后壁腰部的腹膜外，随着胚胎的发育，逐渐下移，

到出生前不久，经腹股沟管下降到阴囊内。胎儿出生后，如果睾丸仍滞留在腹腔

内，而未降入阴囊内，称隐睾症。由于腹腔温度过高，会使生精细胞变性，不适于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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