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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人类社会生活重要的话题和衡量文明程

度的标准，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性及

性健康教育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正确对待［1］。

大学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建立并完善的重要

时期，大学生对“性”有着强烈的探索欲望。一些学

生由于性能量得不到合理释放而导致过分压抑，可

能以扭曲、不良甚至变态的行为表现出来［2-3］。开展

适宜的大学性教育，有利于构建科学的性知识体

系，树立正确的性观念，对保障我国人口素质和社

会长治久安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4-5］。

一、高校性教育现状及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的性教育直到20世纪初才初露端倪，但一

直是“犹报琵琶半遮面”。性教育面临教与学、需与求

分离的窘境。大学生健康教育开课率低、形式单一，

学生参与率普遍不高［6-7］。相当多的学生缺乏对性卫

生和意外妊娠风险的认识，有些甚至因为不当性行为

染上性传播疾病，造成自身生理和心理创伤［8-10］。目

前，大学生性教育大多采取讲解式方法，难以调动

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就需要大胆探索和创新

教育模式。

大学生性教育是人的社会化过程，应注重其人

格塑造，建构内容全面、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教育

模式和体系。一个整体的性健康教育应该包括四

个组成部分：一是培养正确的性态度，二是性健康

知识教育，三是性道德教育，四是性行为教育［11］。

高校要彻底改变“教师讲，学生听”的教育模式，探

索教育新途径，扩宽教育渠道，注重方法的灵活性

和途径的多元化。

二、开展高校性健康教育

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
通常以实际问题作为素材，把学生置于结构不良的

混乱情境中，使学生成为情境主人，激发学生思考、提

问、探索，最终依靠自己和同伴的合作解决问题［12］。学

生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学习了必要的知识。PBL有利

于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终生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团

队协作能力、人文关怀精神和解决现实疑难问题的

实践应用能力［13-14］。

PBL成功与否和案例有着密切关系。案例是对

疑难问题实际情境的体现，通常是实践过程中的一

个故事描述，具有趣味性，相比理论教学更有吸引

力。案例主体采用类似电影片段的方式呈现，由第

一幕至第三幕（情景）构成［15］。案例中提供线索，需

要学生阅读讨论后总结与归纳问题并寻找答案。

近年来，国内医学院校开展PBL教学改革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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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高涨，但基于通识性PBL案例开展高校性健康教

育的报道还很匮乏。为此，南京医科大学进行了探

讨，设计了包括艾滋病等常见性传播疾病在内的

PBL案例，应用于低年级医学生的教学。下面以“李

姝姿的烦恼”为例，介绍三幕材料的设计。

第一幕【幕标题：为何检测HIV？幕内容：李姝

姿，某艺校大四女生，有着精致的五官，魔鬼般的身

材，一头秀发，常常引来男生火辣的目光。最让她

自豪的是胳膊上纹的一朵粉红玫瑰，那是五年前在

南非旅游时纹上的。虽然纹身手术比较痛，出了不

少血，但小李觉得与美丽相比，这点痛苦是值得

的。最近几个月，她开始感觉全身乏力、食欲减退、

持续发热，二个月体重减了近十斤，颈部和腋窝出

现肿大的淋巴结。于是前往社区医院就诊，接诊医

生仔细检查后建议她去市疾控中心的艾滋病自愿

咨询检测（VCT）门诊，做艾滋病病毒（HIV）筛查。

李姝姿十分不解：“我又没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凭什么怀疑我有艾滋病？”】本幕材料主要是引导学

生讨论HIV和艾滋病的概念、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早期症状以及诊断方法。针对这一幕情境，学生经

过讨论会提出一系列问题，如什么是HIV?什么是艾

滋病？HIV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的症状是什么?
HIV感染的检测程序是什么?如何诊断艾滋病?什么

是VCT？纹身有哪些健康风险？

第二幕【幕标题：我该怎么办！幕内容：几天后

李姝姿接到了HIV阳性的检测结果。拿到确诊报

告的那一刻，李姝姿瞬间感觉天空快塌了。想到花

样年华就得了这种“不治之症”，自己即将走到人生

的终点，她忍不住狂呼：“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

么？”回到学校，她思绪万千：“我得艾滋病的事哪些

人会知道？疾控中心会不会通知学校和家里人？

同学们知道了该怎么看？该不该告诉男友？我还

能活多久？唉！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本部分主要

描述李姝姿得知自己感染了HIV，心理压力很大。

针对这一幕情境，学生经过讨论会提出一系列问

题，如艾滋病是不治之症吗？李姝姿感染HIV的可

能原因是什么？艾滋病患者会出现哪些心理问

题？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发现HIV感染者应向哪

些部门报告？疾控中心是否应通知学校李姝姿感

染了HIV？李姝姿该不该告诉男朋友她感染HIV的

事实？李姝姿的男朋友是否也应该检测？

第三幕【幕标题：积极面对。幕内容：医务人员

为李姝姿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免费发放抗病

毒药物，叮嘱她按时服药和定期复查，征得同意后

给她安排了一名红丝带协会志愿者进行日常交

流。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李姝姿的症状消失，病

情得到了控制。她还加入了当地 HIV感染者组建

的协会，同伴教育给了她战胜病魔的勇气和信

心。她开始主动参与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向公

众宣讲艾滋病防制知识。12 月 1 日那天，市委书

记还和她亲切握手并和她共进午餐。李姝姿感觉

生活中渐渐充满了阳光，但令她担心的是：“签约单

位即将面试，入职体检时如果发现我感染了HIV 会

不会解约？”】针对本幕材料，应引导学生讨论当前

针对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和救助措施

有哪些？艾滋病的预防措施有哪些？社会如何关

爱HIV感染者？针对这一幕情境，学生经过讨论

会提出一系列问题，如我国对艾滋病患者及感染

者实行什么政策？如何预防艾滋病？拥抱能否传

播HIV？

三、效果评价

为评价基于通识性 PBL案例开展高校性健康

教育的效果，选择部分学生和老师开展问卷调查和

定性访谈。

（一）问卷调查

以一组低年级医学生为调查对象，在上述“李

姝姿的烦恼”案例学习前后分别进行问卷调查，了

解其性相关知识的认知及学习效果。本案例分3次
讨论课，共9学时，表1节选了部分调查结果。

问题

HIV和艾滋病有何区别？

如何诊断艾滋病？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哪些？

与别人共用注射器是否会传播艾滋病？

握手和共同进餐能否传播播艾滋病？

艾滋病是不治之症吗？

我国对艾滋病人及感染者实施什么救助政策？

调查人数

11
11
11
11
11
11
11

知晓率[n（%）]
学习前

03（27.3）
00（0.0）0.
06（54.5）
11（100.0）
05（45.5）
02（18.2）
01（9.1）

学习后

11（100.0）
10（90.9）
11（100.0）
11（100.0）
11（100.0）
11（100.0）
10（90.9）

P值*

0.008
0.002
0.063
-

0.031
0.004
0.004

*：配对精确检验。

表1 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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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性访谈

采用定性访谈方法，了解参加PBL案例学习的

学生和导师对该模式的体验、看法和建议。

学生A：“幸好让我接触到了PBL，这种新的学

习方式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育方式，培养我们的自

主学习探究能力和团队合作。大家不仅在轻松的

氛围里解决了问题，还拓宽了各自的知识面，增强

了个人沟通能力，这种新的学习方式不仅是对我们

自主学习的创新，更是对我们思考方式的启迪。”

学生 B：“这样的教学方式促进了同学间的交

流，在以往的课堂上，我们和周边的同学不会有任

何互动，大家各自听课。而在 PBL课堂上，我们可

以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分享我们寻找答案的过程，

分享我们的成果和收获。课后，我们会聚在一起，

讨论我们小组宣教的内容以及形式。我们没有感

觉到大教室上课的那种昏昏欲睡，我们主动地学

习，感受到了学习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学生C：“当学生已经十多年，早已习惯了老师

授课我被动接受的形式，尽管我知道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但那只是在课本上看到的道理，而现在，

我却有了这样实践的机会。”

教师A：“过去一些在课堂上不易讲解的性问

题，通过PBL案例让学生自主阅读讨论、检索文献、

提出答案，有效解决当前大学性健康教育需与求、

教与学不匹配的矛盾，开展通识性PBL案例教学对

于高校性健康教育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教师B：“通过PBL案例教学，学生在文献检索、

证据获得等方面也有了较大改观，信息来源更加广

泛。也会对所检索的内容进行评价、整理，提炼出

要点，会考虑答案的科学性、条理性。”

四、讨 论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容忽视的是婚姻和

家庭幸福。和谐的性活动是“和谐婚姻、幸福家庭”

的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元素。处于性活

跃期的大学生是性健康问题关注的重点和热点人

群，在校生中同居、流产、性交易、性犯罪等现象正

引起社会的关注［16-18］，但大学教育中对性健康的关

注度远远低于学生的需求［19-20］。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性一直是人们难以启齿的

话题。当代大学生生理成熟的速度已远远超过了

心理成熟的速度，如果不能及时进行科学的性教

育，就有可能对性认识形成偏差，甚至会走上性犯

罪的道路［7］。性教育针对的是性的社会属性，把性

与责任结合起来。让大学生明白性不仅是个人问

题，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传统教育模式通常以教师为主体，以讲课为中

心，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而PBL则强调以学生为中

心，教师只是引导者，为学生创造一种支持开放性

探究的学习环境，是学生解决问题时的伙伴，学生

则是问题的解决者和意义建构者。PBL赋予学生自

我学习和教育的责任，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15］。

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案例形式，PBL案例在激发

学生兴趣、培养学习能力、增进合作精神等方面具

有独特的作用。撰写通识性 PBL案例应强调有目

的、有任务、有线索、有层次、有剧情、有趣味、多学

科等特点，应能涉及多个学科，包括人文科学、社会

责任等知识与技能。尽量能在给出的情境中留下

暗示或伏笔，还可以在案例中增加一些照片或影像

资料，以吸引学生的注意与兴趣。

高校性健康教育的目标为“提高有效解决个体

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性的生理或心理问题，在身心和

谐基础上充分实现个体社会价值”。教育过程要以

人为本，充分调动当代大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以期实现高校性健康教育目标。南京医科大学的

教学实践显示，基于通识性PBL案例开展高校性健

康教育是新媒体时代一项有效的教育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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