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作者简介】 　 陈新(１９９３－　 )ꎬ女ꎬ湖南长沙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方

向为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ꎮ
【通信作者】 　 董晓梅ꎬＥ￣ｍａｉｌ:ｎｔｙｄｘｍ＠ 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９

广州大学生校园性骚扰发生现况

陈新１ꎬ黄冰１ꎬ邱倩文１ꎬ蔡敏１ꎬ张洁１ꎬ陈雄飞２ꎬ董晓梅１

１.暨南大学基础医学院ꎬ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ꎻ２.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 　 目的　 了解广州高校大学生校园性骚扰的发生情况及流行特征ꎬ为预防校园性骚扰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　 采用

自制问卷对整群抽取的 １ ０６２ 名广州高校学生校园性骚扰发生情况进行调查ꎬ学生均自愿、匿名参与调查ꎮ 结果　 有 １６９
名学生报告曾遭遇校园性骚扰ꎬ报告率为 １５.９１％ꎬ女生报告率(２０.３０％)高于男生(１０.２０％) ( χ２ ＝ １９.９１ꎬＰ<０.０１)ꎮ 在 ４ 种

校园性骚扰类型中ꎬ言语骚扰者报告率最高ꎬ为 １０.２６％ꎻ其次是肢体骚扰(７.１６％)、视觉骚扰(４.６１％)和不受欢迎的性要求

(１.６９％)ꎮ 从发生场所来看ꎬ校园性骚扰最常见发生场所为教学楼(５８ 名)、宿舍(３３ 名)和办公室(１７ 名)ꎮ 在 １６９ 名受害

者中ꎬ１１６ 名受害者(６８.６４％)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性骚扰的影响ꎬ女性受害者(９４ 名)比男性受害者(２２ 名)更容易受到性骚

扰的影响ꎮ 结论　 校园性骚扰可能影响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并造成其他负面心理影响ꎮ 应加强对学生性骚扰的教育ꎬ减
少校园性骚扰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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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骚扰是指违背当事人的意愿ꎬ采用一切与性有

关的方式去挑逗、侮辱和侵犯他人的性权利ꎬ并给他

人造成损害的行为[１－２] ꎮ 性骚扰不仅包括肢体接触ꎬ
也包括非肢体接触ꎬ如发表性言论、展示色情图片等ꎬ
但通常不包括性暴力等严重罪行[２－３] ꎮ 校园性骚扰是

指发生在校园内的性骚扰ꎬ不仅影响受害人正常的学

习生活ꎬ还可能导致受害人产生抑郁等心理问题ꎬ甚
至影响其生命安全[１] ꎮ ２０１８ 年王献蜜等[４] 对 １ ６９８
名普通高校学生调查发现ꎬ６.６％报告曾在学校中遭遇

校园性骚扰ꎮ 本研究旨在了解广州高校大学生校园

性骚扰的发生情况及流行特征ꎬ为我国大学校园性骚

扰的流行情况提供新的实证资料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广州市选择 ５ 所不同水平的高等教育

学校(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

理工大学、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ꎬ以班级

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ꎬ最终有 １ ０８５ 名学生参与调查ꎬ
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０６２ 份ꎬ有效率 ９７. ８８％ꎮ 其中男生

４６１ 名ꎬ女生 ６０１ 名ꎻ生源地为农村的 ３４０ 名ꎬ城镇 ５８５
名ꎬ其他 １３７ 名ꎻ大一年级学生 ３９９ 名ꎬ大二 ３７２ 名ꎬ大
三及以上 ２９１ 名ꎻ平均月生活费 < １ ０００ 元 １３１ 名ꎬ
１ ０００ ~ <２ ０００ 元 ６４４ 名ꎬ≥２ ０００ 元 ２８７ 名ꎻ社科类学

生 ３８９ 名ꎬ理工类 ５０６ 名ꎬ医药类 １３６ 名ꎬ其他专业 ３１
名ꎮ 平均年龄为(１９.５３±１.４６)岁ꎮ
１.２　 方法　 ２０１８ 年 １０—１１ 月ꎬ按照知情同意的原则ꎬ
采用自制调查问卷对广州市 ５ 所大学学生校园性骚扰

经历进行调查ꎬ学生以匿名、独立的方式在课间填写

问卷并当场回收ꎮ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基本信息、

６９３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第 ４２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３



可能的危险行为、学生对性骚扰的了解和认识、在校

期间遭受性骚扰的经历ꎮ 对所有问题选择相同的答

案或未回答关键问题的问卷被判定为无效问卷ꎮ 结

合既往研究[３] ꎬ本研究将性骚扰分为言语骚扰、肢体

骚扰、视觉骚扰和不受欢迎的性要求 ４ 类ꎬ并在问卷中

给出具体的行为范例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进行数据录入ꎬ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数据分析ꎮ 连续变量以均数±标

准差表示ꎬ分类变量以数量和百分比表示ꎮ 分类变量

使用 χ２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ꎬ双侧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性骚扰发生情况 　 １ ０６２ 名学生中ꎬ １６９ 名

(１５.９１％)报告曾在大学校园中受到性骚扰ꎬ其中 １５１
名在近 １ 年内遭遇了校园性骚扰ꎮ １６９ 名受害者中ꎬ
女生 １２２ 名ꎬ性骚扰报告率为 ２０.３０％ꎻ男生 ４７ 名ꎬ性
骚扰报告率 １０.２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９.９１ꎬＰ
<０.０１)ꎮ 从性骚扰各类型的报告情况来看ꎬ１１５ 名

(６８. ０５％) 表 示 曾 遭 受 １ 种 类 型 性 骚 扰ꎬ ５４ 名

(３１.９５％)表示曾遭受至少 ２ 种类型的性骚扰ꎮ 言语

骚扰的报告率最高(１０.１７％ꎬ１０８ 名)ꎬ其次分别是肢

体骚扰(７.０６％ꎬ７５ 名)、视觉骚扰(４.６１％ꎬ４９ 名)和不

受欢迎的性要求(１.６９％ꎬ１８ 名)ꎮ 女生言语骚扰和肢

体骚扰的报告率高于男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学生校园性骚扰报告率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ｃａｍｐｕｓ ｓｅｘｕａｌ 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ｓ

性别 人数 言语骚扰 肢体骚扰 视觉骚扰
不受欢迎

的性要求
男 ４６１ ３０(６.５１) ２３(４.９９) １５(３.２５) ６(１.３０)
女 ６０１ ７８(１２.９８) ５２(８.６５) ３４(５.６６) １２(２.００)
χ２ 值 １１.９６ ５.３３ ３.４２ ０.７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３８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２　 性骚扰实施者和发生场所 　 １６９ 名受到过性骚

扰的学生中ꎬ１１９ 名(７０.４１％)报告曾被同学性骚扰ꎬ
３９ 名(２３.０８％)报告曾被老师性骚扰ꎬ８４ 名(４９.７０％)
报告曾被校外人员性骚扰ꎬ５１ 名(３０.１８％) 报告曾被

其他人性骚扰ꎮ 言语骚扰和视觉骚扰中的性骚扰实

施者以同学为主ꎬ６６ 名(６１.１１％) 言语骚扰受害者和

１９ 名(３８. ７８％) 视觉骚扰受害者所受的骚扰来自同

学ꎬ肢体骚扰的性骚扰实施者以校外人员为主ꎬ３２ 名

(４２.６７％)肢体骚扰的受害者报告曾被校外人员肢体

骚扰ꎮ 从发生场所看ꎬ教学楼是学生报告最多的性骚

扰发生场所(５８ 名)ꎬ其次为宿舍(３３ 名)、办公室(１７
名)、实验室(１６ 名)、私人住宅(９ 名)ꎬ有 ９６ 名受害者

报告曾在校园内其他地点被骚扰ꎮ 言语骚扰和不受

欢迎的性要求多发生在教学楼ꎬ而身体骚扰和视觉骚

扰多发的场所是宿舍ꎮ
２.３　 受害者对性骚扰的应对方式　 １１８ 名(６９.８２％)

受害者在被骚扰时ꎬ曾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ꎬ如保持

沉默ꎬ不作回应ꎻ５９ 名(３４.９１％)受害者曾经使用过较

为积极的应对方式ꎬ如喝止对方ꎬ其中仅有 ７ 名试图通

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ꎮ 分别有 ２７ 名(５７.４５％)男性被

骚扰者和 ８３ 名(６８.０３％)女性被骚扰者被骚扰时选择

消极的处理方式ꎬ１３ 名(３８.３０％)男性被骚扰者和 ３１
名(２５.４１％)女性被骚扰者被骚扰时选择积极的处理

方式ꎬ２ 名(４.２６％)男性被骚扰者和 ８ 名(６.５６％)女性

被骚扰者被骚扰时的处理方式因遭受的骚扰类型不

同而有所区别ꎮ 男、女生对性骚扰应对方式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７６ꎬＰ>０.０５)ꎮ
２.４　 受害者的被影响程度　 １６９ 名受害学生中ꎬ５３ 名

(３１.３６％)认为自己几乎未受骚扰经历的影响ꎬ１１６ 名

(６８.６４％)表示受骚扰经历影响ꎬ６５ 名(３８.４６％)受害

学生表示在受到骚扰后感到羞辱或羞耻ꎬ ２３ 名

(１３.６１％)表示感到害怕或不信任他人ꎬ５ 名(２.９６％)
表示性格改变ꎬ８ 名( ４. ７３％) 表示产生了报复心理ꎮ
１６９ 名受害者中ꎬ有 ２２ 名男性受害者(４６.８１％)和 ９４
名女性受害者(７７.０５％)认为自己受到了性骚扰经历

带来的不良影响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４.４１ꎬＰ<
０.０１)ꎮ 有 ５５ 名女性受害者(４５.０８％)和 １０ 名男性受

害者(２１.２８％)因自己被骚扰的经历感到耻辱或恐惧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８.１２ꎬ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超过 １５％的大学生曾遭受过各

种形式的性骚扰ꎬ高于王献蜜等[４] 研究结果ꎮ 言语骚

扰是校园性骚扰最常见的类型ꎬ其次为肢体骚扰ꎬ与
其他研究结果一致[５－６] ꎬ女生性骚扰的报告率高于男

生ꎮ 有研究者认为ꎬ男女对性骚扰的报告差异可能一

方面源于女性确实比男性遭遇了更多的性骚扰ꎬ另一

方面也可能因为调查对象对性骚扰的认识有很大的

主观性ꎬ男性更能接受带有性元素的行为ꎬ更可能将

这些行为定义为不具有威胁性ꎬ而女性则更容易将这

种行为视为骚扰[７－９] ꎮ
本次调查发现ꎬ同学是校园性骚扰中最常见的骚

扰施加人ꎬ说明学生既是性骚扰的受害人ꎬ也是性骚

扰的施加人ꎮ 学校应当加强对学生的性教育ꎬ引导大

学生形成正确的性心理、性道德、性法律意识ꎬ以及认

识性骚扰行为ꎬ帮助学生掌握防范和反抗性骚扰的策

略[１０－１１] ꎮ 同时ꎬ学校应当加强对受害学生的心理疏

导ꎮ 本研究发现女性受害者比男性受害者更容易由

于被骚扰的经历产生低落、沮丧等负面情绪ꎬ与其他

研究一致[１２－１３] ꎮ 一方面可能源于女性对伤害的认知

更敏感ꎬ且他们遭遇性骚扰更频繁[１４] ꎻ另一方面ꎬ受害

者可能由于担心自己名誉受损而产生心理负担[１５] ꎮ
大多数受害学生在学校受到性骚扰时ꎬ没有采取

积极的应对措施寻求学校或其他外界的帮助ꎬ而是保

７９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第 ４２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３



持沉默ꎮ 结合他人研究[１５－１７] ꎬ可能归因于校园性骚扰

多为言语骚扰ꎬ受害者认为情节比较轻微ꎬ不需要向

外界寻求帮助ꎻ其次ꎬ受害者可能担心损害自己名誉

而保持沉默ꎮ 另外ꎬ学校缺少对性骚扰的防治机制、
校园性骚扰难以举证的特点也阻碍了受害者寻求帮

助ꎮ 校园性骚扰可能影响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并造

成其他负面心理影响ꎬ应加强对学生性骚扰的教育ꎬ
减少校园性骚扰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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