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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项研究评估了天津市在中学生中开展青少

年性与生殖健康和生活技能培训的同时，为学生

家长提供青少年生殖健康培训对家长的知识、家

长与子女间的交流、以及对学生培训的影响。

研究方法

    在青春健康项目开展之前，天津市对中学生

家长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家长支持对青少年进行

性与生殖健康培训，并且他们自己也愿意参加培

训。受这些调查结果鼓舞，天津市的项目工作人

员在六个区的在校学生中开展生活技能培训的同

时也为家长提供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培

训。对家长的培训包括三项内容：青少年性与生

殖健康知识、对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态度和与

子女谈论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的讨论、以及交流技

巧。培训于2002年在23所学校开展，到2003年扩

展到128所学校，共有18,842名学生和800名家长

参加了培训。

    本研究对家长和学生在培训前后分别进行了

问卷调查。在一所做为干预组的学校中，学生和

家长都分别参加了培训，而在被选为控制组的两

所学校中，只有学生参加生活技能培训。基线调

查和培训于三月份开始，即2003年春季学期的初

始。干预活动持续了一学期，于七月初结束，终

线调查在九月初进行。研究人员还在干预学校中

对学生和家长分别开展了专题小组讨论。

研究结果

对家长的影响

    干预组中的大多数家长在培训前已对青少年

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有一定了解，而最缺乏的是交

流技巧。培训后，尽管家长们反映他们在知识和

天津市学生家长生殖健康培训效果评估 

技巧方面对自己与孩子交流的能力并没有觉得更

加自信，但更多的家长反映开始与孩子就避孕、

怀孕、艾滋病预防、和两性关系方面进行了交

流。控制组也显示出在避孕方面的交流有所增

多，但该变化并不显著。干预组中的母亲与孩子

的交流显著增加，但控制组中的家长无显著变

化。

    在调查问卷中，学生们认为与家长就性方面

话题的交流并没有很多变化。但是，学生在专题

小组讨论中谈到家长与他们的交流在数量与质量

上都有了积极的变化。

    在知识上，干预组中的家长比控制组中的家

长有更多的提高，尤其是青少年生殖健康的基本

知识和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对预防艾滋病传播的

效果方面。但是对于有关艾滋病传播的其他信息

的了解并没有变化。总体上，培训对具有高中和

大专文化程度的家长效果更为显著。在终线调查

中，干预组中的家长反映他们对自己的知识水平

更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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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学校为家长提供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培训对

家长在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家长与

孩子就一些敏感问题，如避孕与怀孕问题的交流

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家长培训的影响是

有限的，且并不能经常明显的反映出来。此外，

家长培训与学生培训相结合对学生的知识、态

度、和技能的影响也很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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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们对婚前性行为、孩子们对性信息的好

奇和需求方面的态度并没有显著变化。最显著的

变化在于对孩子谈恋爱有了更宽容的态度。

    干预组和控制组绝大部分的家长和学生都觉

得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最佳信息来源应是学校

教育。这在干预组的终线调查中更加明显，也许

反映出了家长和学生对培训活动的满意度。

对学生的影响

    在基线调查中，干预组和控制组的学生在知

识、态度和自信心上的得分并没有什么区别。而

在终线调查中两组的得分在统计上有显著差异，

控制组并没有如预期增长。我们的预期是对学生

的生活技能培训会对干预组和控制组的学生都带

来积极影响，而对配以家长培训的干预组的影响

可能更大。

    研究人员很难确定生活技能培训对控制组没

有显著影响的原因。可能是培训活动在实施上与

干预组学校不同，也可能是培训方式和内容上有

所不同。由于控制组中学生知识的变化出人意料

的不显著，研究人员不能将干预组中学生知识的

增长归功于配有家长培训。

“告诉孩子们性与生殖健康的知识是对
他们权利的尊重；这（性与生殖健康知
识）并不是什么秘密，孩子们应该具备
这些知识，并且知道如何在实际中运用
它。”

一名参与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培训和专题
小组讨论的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