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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留守女童性安全知识知晓率调查
及团体性心理辅导效果
杨先梅，文　红，王　丹，王　霞，姚福琼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０００）

【摘要】　目的　调查绵阳市留守女童受性虐待情况与性安全知识知晓情况，探讨团体性心理辅导的效果，为留守女童进
行性安全教育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两阶段抽样法选取绵阳市涪城区和平武县的留守女童共１１３名，采用儿童期虐待问卷
（ＣＴＱ－ＳＦ）和预防性侵犯知识技能调查表进行调查，开展１次团体性心理辅导后再次对留守女童的性安全知识知晓情况进
行调查。结果　绵阳市留守女童性虐待发生率为１５．０４％，性安全知识知晓率为５９．８％。团体性心理辅导前后，留守女童性
安全知识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１０．１７±３．１７）分ｖｓ．（１２．７３±３．１２）分，ｔ＝－８．９０４，Ｐ＜０．０１］。结论　绵阳市城区和
农村留守女童性虐待发生率均较高；团体性心理辅导可能有助于提高留守女童性安全知识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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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金：四川绵阳未成年人心理成长指导与研究中心课题

（ＸＫＷＣＮ２０１５ＹＢ１２）

　　儿童期性虐待经历会对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和社
会适应功能产生长期的不良影响，如焦虑、分离症

状、抑郁、物质滥用、边缘性人格障碍、多重人格障

碍、性功能障碍、再受害、性犯罪、出现自杀意念和自

杀行为等［１－３］。研究显示，全球女性遭受性侵犯的

发生率为１９．７％［４］，中国大陆女童为１５．３％［５－６］。

Ｇｉｂｓｏｎ等［７］研究显示，在儿童时期接受过预防性侵

犯教育的女生遭受性侵犯的发生率明显低于未接受

相关教育者。目前，我国对儿童青少年性心理研究

主要集中在性侵犯发生现状以及教师、家长的认识

和态度，而对如何进行性心理教育鲜有报道。虽然

９１％的教师赞同在小学开展预防儿童遭受性侵犯的

教育，但仅２５％的教师参与过相关培训［８］；另一方

面，“谈性色变”的现象仍普遍存在，缺乏符合儿童

心理特点的性心理与性安全教育［９］。留守儿童具

有家庭支持差、面临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生活满意

度低、心理健康状况较差等特点［１０－１１］，加之近年来

农村留守女童遭受性侵害事件的曝光，留守女童的

性安全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但相关的干预研究鲜见。

本研究通过调查绵阳市留守女童受性虐待和性安全

知识知晓情况，并对其进行团体性心理辅导，比较辅

导前后性安全知识知晓情况，为对留守女童进行性

安全教育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两阶抽样法，于２０１６年７月在绵阳市主城
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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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涪城区，城镇化率７３．３４％）和偏远县（平武县，
城镇化率３１．８％）分别随机选取１个乡镇的所有留
守中小学女生为研究对象。共１１３名留守女童参与
本研究，其中涪城区５６名，平武县５７名，均知情同
意。共发放问卷１１３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１３份，有效
问卷回收率为１００％。

１．２　干预方法

根据留守女童的心理特点，由经过统一培训的

精神科医师和助手共同完成进行团体性心理辅导，

具体内容如下。①彼此认识，建立信任关系：心理辅
导人员和留守女童自我介绍，互相了解基本信息；②
性生理知识分享：讲解儿童生长发育规律和各成长

阶段保健要点，重点说明男女性别发育的差异和青

春期保健内容；③性心理知识分享：交流家庭、友谊
和亲密关系，探讨关于两性的价值观和社会文化；④
性安全问题的导出：性行为和生殖健康，隐私部位不

可侵犯，性侵犯的范畴；⑤学习预防和处理方法：如
何防范性侵犯，遇到性侵犯该怎么办；⑥总结团体辅
导内容，消除留守女童“谈性”的羞耻感，巩固并维

护性安全的知识和技能。

１．３　评定工具

采用儿童期虐待问卷（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Ｔｒａｕｍａ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ＣＴＱ－ＳＦ）评定个体被虐待的经历。
ＣＴＱ－ＳＦ共２８个条目，包括性虐待、情感虐待、躯体
虐待、躯体忽略和情感忽略５个分量表，采用１～５
分５级评分，各分量表评分范围５～２５分。另有３
个条目作为效度评价［１２］。以情感虐待≥１３分、情
感忽视≥１５分、性虐待≥８分、躯体虐待≥１０分、
躯体忽视≥１０分为相关虐待与忽视的阳性界
值分［１３］。

采用陈晶琦等［１４－１５］编制的儿童预防性侵犯知

识技能调查表了解留守女童性安全知识知晓情况。

该调查表包括预防性侵犯知识和技能两个部分，其

中预防性侵犯知识共１１个问题，回答正确得１分；
预防性侵犯技能共 ６个条目，在假设的性侵犯情
景或潜在有性侵犯可能的情景中，表示能采取适

当行动的记１分。该调查表满分 １７分，知识条目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６４，技能条目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０．４３。

１．４　评定方法

分别在平武县和涪城区两地活动教室进行调

查。由参与研究的精神科医师担任主试，由助手发

放问卷，使用统一指导语，进行团体施测。于团体辅

导前进行ＣＴＱ－ＳＦ和儿童预防性侵犯知识技能调
查表评定；团体辅导结束后，再次进行预防性侵犯知

识技能调查表评定。

１．５　统计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２４．０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
计分析和ｔ检验，计算相关指标的频数和百分数，描
述留守女童遭受虐待情况、性安全知识知晓情况及

团体性心理干预的效果。

２　结　　果

２．１　留守女童受虐待情况分析

　　 １１３名 留 守 女 童 年 龄 ８～１６岁，平 均
（１０．７４±１．８３）岁。１７名（１５．０４％）存在性虐待，１７
名（１５．０４％）存在躯体虐待，１１名（９．７３％）存在情感忽
视，３名（２．６５％）存在情感虐待，３１名（２７．４３％）存在
躯体忽视。涪城区和平武县留守女童的 ＣＴＱ－ＳＦ
各分量表评分和总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均＞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１１３名留守女童ＣＴＱ－ＳＦ评分（ｘ—±ｓ，分）

组　　别
ＣＴＱ－ＳＦ评分

情感虐待 躯体虐待 性虐待 情感忽略 躯体忽略 总评分

绵阳市留守女童（ｎ＝１１３） ７．２７±２．３２ ６．９４±２．６８ ６．０７±２．４０ ９．６３±３．８３ ８．１９±３．０７ ３７．９９±９．４７

涪城区留守女童（ｎ＝５６） ７．１３±２．３４ ６．８９±２．８２ ６．０２±２．１８ ９．７９±４．１２ ８．１６±３．０２ ３７．７９±９．９５

平武县留守女童（ｎ＝５７） ７．４０±２．３１ ６．９８±２．５６ ６．１２±２．６１ ９．４７±３．５６ ８．２１±３．１５ ３８．１９±９．０７

ｔ ０．６３６ ０．１７７ ０．２３２ －０．４３１ ０．０８６ ０．２２８

Ｐ ０．５２６ ０．８６０ ０．８１７ ０．６６７ ０．９３２ ０．８２０

注：ＣＴＱ－ＳＦ，儿童期虐待问卷

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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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留守女童性安全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团体性心理辅导前后，留守女童性安全知识评

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１０．１７±３．１７）分 ｖｓ．
（１２．７３±３．１２）分，ｔ＝－８．９０４，Ｐ＜０．０１］。

团体心理辅导前，１１３名留守女童性安全知识
总体知晓率为５９．８％，其中涪城区和平武县留守女
童分别为６１．４％、５８．２％。绵阳市留守女童性安全
知识大多数条目的知晓率均高于既往调查结

果［１４－１５］。见表２。

表２　留守女童性安全知识知晓情况比较［ｎ（％）］

项　　目
２０１６年绵阳市留守女童（ｎ＝１１３）

干预前 干预后

２００９年河南农村

女童（ｎ＝１７８）［１４］
２００４年湖北城市

女童（ｎ＝２５６）［１５］

预
防
性
侵
犯
知
识
条
目

１．只要是你不认识的人，即使他说认识你，他也

是陌生人
８７（７７．０） ９７（８５．８） ９５（５３．４） １６８（６５．６）

２．喜欢的人，也可能以一种让你感觉不好的方

式接触你的身体
３７（３２．７） ４４（３８．９） ３６（２０．２） ４５（１７．６）

３．不知道一种接触是好还是不好时，应该告诉

信任的成年人
８１（７１．７） ９３（８２．３） ２９（１６．３） １２６（４９．２）

４．如果有人触摸你的身体，让你感觉不好，如果

告诉的人不相信，应告诉其他成年人，直到有人

相信为止

４９（４３．４） ７９（６９．９） １７（９．６） １０４（４０．６）

５．有时医生或父母需要看你的隐私部位（如隐

私部位生病时）
５５（４８．７） １０１（８９．４） ３４（１９．１） １２８（５０．０）

６．男孩不必担心别人会触摸他们的隐私部位 ８５（７５．２） ８９（７８．８） ６９（３８．８） １６４（６４．１）

７．邻居叔叔让小红（９岁）摸他的隐私部位，小

红应该拒绝、离开，并告诉一个大人
９５（８４．１） １００（８８．５） ５５（３０．９） ２０３（７９．３）

８．三个小孩在公园里玩，一个男人故意向他们

暴露隐私部位

　８．１儿童应该离开，并告诉一个成年人 ９１（８０．５） １０１（８９．４） ６６（３７．１） １７５（６８．４）

　８．２这种情况是性侵犯 ７１（６２．８） ８９（７８．８） ５０（２８．１） １５８（６１．７）

　８．３发生这件事是这个男人的错 ６７（５９．３） ９３（８２．３） ７７（４３．３） ２０４（７９．７）

９．小强（８岁）告诉妈妈邻居叔叔要摸他的隐私

部位，妈妈不相信时，应该告诉其他成年人，直

到有人相信为止

５８（５１．３） ８１（７１．７） ３３（１８．５） １２７（４９．６）

预
防
性
侵
犯
技
能
条
目

１．当有成年人接触或触摸你身体时，无论你喜

不喜欢，并不都会服从
７４（６５．５） ８９（７８．８） １５２（８５．４） ２２６（８８．３）

２．如果一个朋友的爸爸让你帮他找走失的猫，

不会跟他走
８７（７７．０） ９９（８７．６） １１２（６２．９） ２０６（８０．５）

３．如果有人要求触摸你的隐私部位，并说这是

个秘密，会对别人说
２９（２５．７） ６９（６１．１） １１（６．２） ５３（２０．７）

４．如果一个你喜爱的成年人试图触摸你身体的

隐私部位，不让他触摸
９８（８６．７） １０３（９１．２） ６５（３６．５） ２１１（８２．４）

５．如果一个你喜爱的成年人触摸了你身体的隐私

部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另一个信任的成年人
６２（５４．９） ７９（６９．９） ２０（１１．２） ７１（２７．７）

６．如果某人试图触摸你身体的隐私部位，除了

家人之外，有可以告诉的其他成年人
２３（２０．４） ３８（３３．６） １１（６．２） ２２（８．６）

３　讨　　论

本调查中，绵阳市留守女童性虐待发生率为

１５．０４％，且城区与农村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与陈晶琦等［１］对高中女生的儿童期性虐待经

历发生率（１４．６％）研究及彭淋等［１６］对中国儿童期

性虐待发生率的Ｍｅｔａ分析结果（１８．２０％）接近，但
低于赵幸福等［１７］对乡村中学生的调查结果

８４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ｓｙｃｈｊｍ．ｎｅｔ．ｃｎ　　　　　　　　　　　　　　　　　　　　　　　　　　四川精神卫生２０１９年第３２卷第４期



（２５．５％）。提示留守女童的性虐待发生率较高，迫
切需要提高公众对该问题的认识和关注程度，并提

供有效的方法予以解决。

调查结果显示，团体性心理辅导前，绵阳市留守

女童的儿童性安全知识大多数条目评分均高于陈晶

琦等［１４－１５］调查结果，但性安全知识知晓率仍较低

（４７％的条目知晓率 ＜６０％）。总体来看，留守女童
对性安全知识掌握的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

面：①警觉性低，大多数女童不知道性侵犯常为熟人
作案，仅不到４０％的女童知道，即使是自己喜欢的
人，也可能以一种让自己感觉不好的方式接触自己

的身体；②揭露率低，辅导前只有２５．７％ ～４３．４％
的孩子知道如果有人触摸自己的身体隐私部位，应

告诉信任的人；③社会支持少，绝大多数的女童都认
为，如果某人试图触摸自己身体的隐私部位，除了家

人之外，没有可以告诉的其他成年人。以上三点均

提示应加强儿童性侵害防范的宣传与教育，提高家长

和儿童的警觉性，揭露和惩治犯罪者，建立由政府管

理或支持、社会各界组成的预防和处理儿童虐待的组

织和机构，为受害者及家庭提供更多的社会支

持［１８－１９］。

经过团体性心理辅导后，留守女童对绝大多数

性安全知识的了解较干预前提高，提示团体性心理

辅导可能是有效的教育方法。陈晶琦等［２０］研究表

明，只有１．８％的家长给孩子看过有关预防儿童性
虐待的书刊或音像制品，中小学学校卫生工作者缺

乏基本的预防性侵犯知识［２１］，家长和老师就防范性

侵犯的问题与孩子缺乏交流、不知如何交流。本研

究的团体性心理辅导融合知识讲座、共情与示范、案

例分析与讨论，以男女有别的常识与自我保健知识

为切入点，对性生理、心理、伦理和社会审美等方面

进行知识分享，逐渐引出敏感话题———性行为、生殖

健康、性侵犯，再过渡到学习预防与处理性侵犯的知

识技能。循序渐进，整个过程互动氛围良好，在很大

程度上避免了“羞于谈性、谈性色变”的尴尬。与辅

导前相比，辅导后留守女童的性安全知识评分提高。

综上所述，绵阳市城区和农村留守女童性虐待

发生率较高，团体性心理辅导有助于提高留守女童

性安全知识知晓率。本研究局限性在于本次团体性

心理辅导后的性安全知识知晓率为短时间内进行重

复施测所得，后续研究可间隔一定时间再进行测验，

同时增加性心理方面的评估内容，更全面地了解留

守女童性知识知晓情况和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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