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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女大学生对艾滋病相关认知研究 
尤宇璇   杨菁倩   肖文婧   李桂妹  周振 

（南宁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530299  ） 

摘要 目的：了解高校女大学生对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和态度，提升当前针对女大学生特性开展的防艾知

识健康教育方式。方法：通过发布网络问卷，采用匿名随机自愿受访的方法，受访者在分布于全国17个省

份中高校女大学生进行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的问卷调查。结果：通过样本材料分析、方卡检定、t检定分析

得出女性大学生对艾滋病的非基本知识熟知程度低、参与过防艾教育与否在艾滋病相关知识及态度上存在

显着关联性。建议：应横向扩大、纵向深化高校女大学生的防艾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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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学生群体新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年平均增长

率高达 35%，其中，有 81.8%经由性传播途径感染，

而女性由于生理结构、闭塞的性别观念影响，感染

艾滋病的危险性高于男性。鉴于此，研究女性大学

生对艾滋病毒的认识与态度有其特殊意义。学者研

究日本长崎女大学生对艾滋病的知识和态度对艾滋

病形成了较高水平的认识，但对艾滋病人有很多的

误解和偏见，呼吁日本大学应针对女性采用更适当

的防艾教育[1]。对高职院校女大学生进行艾滋病认知

及健康教育干预效果研究，发现防艾教育后女大学

生防艾知识的提升取得了显着效果，但对艾滋病患

态度的改善无显着影响[2]。归纳性别对性行为态度的

差异，发现男大学生比女大学生在艾滋知识得分较

高、更注重在艾滋危险预测、对艾滋病毒与病患的

态度更友善。为强化女大学生防艾意识和正确防艾

态度，进行高校女大学生对艾滋病毒知识与相关态

度的探索性调研十分必要[2]。 

二、调研设计 

以匿名方式透过问卷星于网上搜集高校女性学

生基本信息，包含年级、是否参加过高校防艾教育，

学校所属省份地区。共 58 个知识题，答案选项设计

为正确、错误与不知道三种选项。依照学者晏涵文
[3]的研究材料设计了 14 个态度题，采用里克特五点

尺度问卷设计，问卷截至 2020 年 5 月底共收集全国

17 个省份的女性大学生 1,001 份完整问卷。 
[5]信度检验与效度检验中 1,001 份样本的信度检

测的 Cronbach's Alpha 为 0.552，低于 0.7 高于 0.5 属

于可接受。内容效度用 KMO 与 Bartlett 检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样适切性量数为 0.751，信度

与效度皆合格。 

三、统计分析 

（一）知识题目与样本叙述统计 

本研究受访的女大学生中有参加过高校防艾教

育的受访者占 81.8%，仅 18.2%未参加过学校防艾

教育。有参加过高校防艾教育的受访者的答题正确

率为 72.46%，高于未参加过防艾教育受访者的

65.65%。 

知 识 题 答 题 正 确 率 最 高 的 是 大 一 受 访 者

75.43%，依序是大二 75.37%、大三 68.14%、大四

66.23%，正确率最低的是研究生 59.77%。有参加过

高校防艾教育的受访者的答题正确率为 72.46%，高

于未参加过防艾教育受访者的 65.65%。 

（二）艾滋知识的卡方检定与 t 检定 

卡方检定结果显示防艾教育无显着影响，可能

是高校防艾教育停留在基本知识表层，忽视实践操

作知识宣导的结果。t 检定结果显示：(1)受访者不论

是否参加防艾教育，其对艾滋病毒的态度均不一致；

(2)参加过防艾教育者，对艾滋病毒的恐惧度降低，

但仍对 HIV 感染呈现歧视的态度；(3)经防艾教育后，

受访者更歧视艾滋病人；(4)经防艾教育后受访者明

白在性行为中的自我保护重要。 

四、结论与建议 

高校女大学生对宣导的基本防艾知识答题正确

率集中于非重点知识，对防艾知识掌握不全面，存

在认知盲点。经防艾教育后的女大学生对艾滋病感

染者的歧视心理却反而高于未受教育者，说明当前

高校的防艾教育中存在反歧视宣导的漏洞。在防艾

宣导中说明患艾高危行为，提高防预意识是必要环

节，但是若仅到此为止便会产生社会歧视问题。应

迎合新时代的女性大学生心理，引导树立正确的艾

滋病认知态度，减少对艾滋病的错误认识和不必要

的歧视心理，消除对艾滋病人的歧视态度和提高自

我保护意识是针对女大学生群体开展防艾工作的重



高等教育 

 38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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