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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性教育发展大事记

1998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首次发布支持在中国的中学教育系统中正式纳入性
教育的声明。3

1994 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开办了第一个性教育教
师培训课程。4

2000-2002 年上海  一项对照研究表明，接受过全
面性教育的年轻人较未受过该教育的年轻人，会更
常使用避孕手段。5

2005-2006 年武汉  在一项综合调查中，只有不到 
30% 的女大学生可以正确回答出至少 50% 关于性
健康和避孕的问题。6

基础意识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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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节育率
指采用避孕手段的已婚育龄女性百分比。

女性的中学就读率
指受过中学教育的女性在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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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许多领域一样，教育是赋予女性更大生育控制权的关键所在。2015 年的普查数据表明，不考虑某些例外情况，

在中国，女性的中学就读率越高的省份，其女性避孕手段的使用率也越高。联合国的多项调查研究显示，这种关联在

其他国家也一样存在1。联合国近期发布的一份简报呼吁各国要“重视和考量性健康及生育健康与教育之间存在的紧密

关联”2。性教育也有望在其中发挥作用，虽然目前中国的性教育发展程度尚不及国际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