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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项研究主要评估在艾滋病高发的农村地区

上蔡县开展生活技能培训对高中学生性与生殖健

康知识、态度及行为的影响。

研究方法

    此研究是在具有相似特点的三所高中进行

的。其中有两所高中作为干预组，另一所作为控

制组。在两所干预学校中，高中一年级的所有学

生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生活技能培训，其中一半

的班级还同时开展了同伴教育。而控制组学校没

有任何干预活动。

    研究人员在干预活动前分别在三所学校进行

了基线调查，然后在干预活动结束时对这些学校

进行了一次类似的问卷调查。研究人员通过问卷

调查、专题小组讨论和深度访谈收集数据以对下

列内容进行评估：
• 生活技能培训对中学生性与生殖健康水平的影

响，尤其表现在知识、态度、技能和行为上；
• 比较仅提供生活技能培训和生活技能培训配以

同伴教育两种活动形式的可接受性及可能的效
果差异；

• 同伴教育对同伴教育者自身的知识、态度、技
能和行为的影响。

研究结果

    在基线调查和终线调查中，分别有1178名和

1101名学生参加了调查。在基线调查中，干预组

和控制组对所调查问题回答的正确率并没有区

别。干预组在终线调查中的问题回答正确率则显

著高于基线调查时的正确率，这几乎表现在所有

问题上，如生殖基本知识、避孕、青春期发育、

恋爱及亲密行为、以及性传播感染与艾滋病。

    在基线调查中干预组与控制组都显示出对艾

滋病的一般认识有较高水平。在终线调查中，干

上蔡县高中学生生活技能培训效果评估 

预组与控制组相比对艾滋病毒传播的误解（如蚊

虫叮咬可导致艾滋病毒传播）显著降低。

    同样的，在基线调查中控制组和干预组在对

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态度上很相似，大多数人不愿

与艾滋病毒感染者在日常活动中接触，比如一起

吃饭或接受他们提供的服务等。而在培训后，干

预组中的学生在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态度上有了

显著的改变，更乐意与艾滋病毒感染者交往了。

    在干预组中，与只提供生活技能培训相比，

生活技能培训与同伴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

影响较为有限。不过，同伴教育者们从他们的角

色中有所受益；他们不仅在生殖健康的相关知

识、态度和技能上有所提高，而且在公共演讲、

人际交往和组织能力上也得到了锻炼。同伴教育

者在青春发育和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知识方面的

得分也显著高于非同伴教育者。同时，同伴教育

者还表现出更乐意接受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的服

务，并且不回避与他们接触。然而，仍有20%的同

伴教育者认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应被隔离。这一比

例略微高出非同伴教育者的比例，但在统计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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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异。为了完善同伴教育活动，项目工作人

员认为同伴教育者需要接受更多的培训和指导，

以及获取完整、准确的信息。

    在干预活动后，干预组比控制组中有更多的

学生对高中生谈恋爱持赞同的态度，但干预组中

不赞同婚前性行为的学生比例较控制组更高。同

时，干预组中认为有能力拒绝非意愿性行为的学

生比例也高于控制组。 

结论

    为期三个月的生活技能培训提供了短期的性

与生殖健康教育，显著增长了学生们的有关知

识，并使学生们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态度有了更

为积极的转变。也许因为干预活动历时太短，此

项研究对于生活技能培训与同伴教育相结合的方

式的效果没有充分证实。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干预组中学
生报告的亲密行为有所减少。罗
吉斯特(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干预活动并没有促使学生发生性
行为。

对照基线干预基线

干预组和对照组对艾滋病毒（HIV）感染者态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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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将HIV感染者与社会隔离。

感染了HIV的孩子能上学。

可以和HIV感染者共用同一部电话

我不介意去HIV感染者的家里

我愿意接受HIV感染者提供的服务

我不介意和HIV感染者同班学习

我可以和HIV感染者同桌吃饭。

    如想了解该研究的更多的情况，请与下列人

员联系： 

耿茜，高级项目官员，qgeng@path-dc.org，或, 

Lisa Mueller，项目官员，lmueller@path-d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