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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9月26日是全球避孕日，旨在呼籲年輕人提高避孕意識。

不過，本港坊間避孕方法存在六大謬誤，年輕人傾向從網上獲取

性知識，如誤以為計算「安全期」、同時戴兩個安全套等方法，

可減低懷孕風險，反而不信賴避孕藥。婦產科專科醫生建議，最

理想避孕法是「男用套，女用藥」，各盡其責—使用安全套預防

性病，服藥減低懷孕機會。

■李偉雄 福建中學（小西灣） 助理校長

避孕謬誤多避孕謬誤多「「藥加套藥加套」」最佳最佳

「關懷愛滋」於今年7月至8月
期間訪問了112名大學生，近四成
受訪者承認曾於校園內發生性行
為。他們表示，於校園購買安全
套便利程度甚低，以10分為最便
利，評價平均只有4.4分，大大影
響使用安全套的動機。

每次都「保險」男超女一倍
同一機構於今年首10個月，訪
問了近500名介乎13歲至25歲的
異性戀青少年，發現過去半年陰
道性交每次使用安全套的比率，
男性較女性高：在與男女朋友性
交時，僅20%女性每次均使用安
全套，男性則高一倍為44%。
機構並對263名青少年進行尿液
測試，發現17.5%女性有感染性
病，男性僅5.1%，兩者均高於全
港整體的1.4%。
機構指出，受訪者主要感染淋
病及衣原體。沒有使用安全套的
性行為則定義為高風險，有34%

的女性低估其性病風險，遠高於
男性的9%。

女性「被食住」 由伴侶話事
關懷愛滋透露，41%受訪女性不
使用安全套主要因為男方要求不
使用安全套及有單一性伴侶；部
分女性於戀愛關係中「被食
住」，難以向對方表達使用安全
套的意願，且社會性別定型讓購
買安全套的女性被誤會為濫交，
購買安全套責任落在男方身上，
影響女性自主。
部分女性在性關係處於被動，

以男方歡愉感覺為先，對方不願
使用安全套便妥協。
機構項目經理補充，香港的性

教育缺乏，教育局的《學校性教
育指引》20年未有更新，促請社
福及教育機構定期教授不同性教
育題目，如：性別敏感、正確安
全套使用等，並要求教育局審視
《學校性教育指引》。

背 景

大學校園「一套難求」

性是個禁忌，在香港，我們盡量做到絕口
不提。香港學生對性的了解大多來自小學的
常識科，在課堂上老師講解男生女生發育時
期身體的改變。大多數的小學生從此便認識
了男生女生在踏入青春期的變化，有部分同
學會感到尷尬，有一部分的同學會拿來開玩
笑。

僅兩成初中生知外射可成孕
隨着年紀的增長，青少年在不同的途徑了
解性，可能是來自比自己年長的朋友，可能
是電視或者是網絡。家長、學校大多避而不

談，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開始，太早跟青少年
談性，又怕他們心智未成熟去面對，太晚了
又會因為尷尬而難以啓齒。
家長及學校在性教育普及化的思想較落

後，難道要把性教育納入考核範圍，這才能
引起大家關注？
外國有調查顯示，超過四成受訪青少年在
未成年已經有性經驗，約八成女生在第一次
性行為中有使用上正確的避孕方法，超過七
成男生在第一次性行為中有使用避孕套。
反觀香港，只有約兩成初中生知道體外射
精和月經前兩周性交都可成孕，可見香港學

生的性教育水平真的與外國差天共地。

專上教育也不提
早前有報道揭露，有四成大學生曾在校園
內發生性行為。「住Hall」是大學生活
checklist（選單）的其中一項，難得離開父母
十多年的監管，自由自在地生活。
專上教育裡不會提及性教育，最多只是提

醒學生不可以男女混宿，玩orientation camp
（迎新營）的時候要注意言行舉止。
香港教育制度裡欠缺了性教育這一環，由

小學到大學，都只是輕輕一提，由男女戀愛

關係到性行為，家長、學校和政府都一直互
相推搪着這個責任。直到有事情發生，社會
或許會有少許聲音提出加強性教育，但很快
聲浪又會被沖淡。
青少年隨着成長會有更多機會接觸異性，

從如何保護自己免受侵犯到尊重兩性的不
同，從自己如何出生到如何避孕，社會中每
一個相關持份者均有責任去教育青少年。
性教育從來不是一個人或者一個團體的責

任，隨着網絡的普及，我們更看到青少年得
到正確性知識的需要。

■陳潔珊 通識科5**狀元

參 考 答 案

公共衛生
- -

全球避孕日：每年9月26日為
世界避孕日。世界避孕日是一個
國際性的紀念日，旨在提高年輕
人的避孕意識，促進他們對自己
的性行為與生殖健康做出負責任

的選擇，提高安全避孕率，改善
生殖健康教育水準，從而生殖健
康和性健康。
截至2015年，世界避孕日目前
得到了全球超過 70個國家及地
區，12個國際非政府組織、科學
醫藥團體的支持。

避孕：是應用科學手段使婦女
暫時不受孕。主要控制生殖過程
中的3個環節：一是抑制精子與卵
子產生；二是阻止精子與卵子結

合；三是使子宮環境不利於精子
生存。
常見的避孕法有：使用避孕

藥、避孕套、安全期避孕法、體
外排精避孕法、壓迫尿道避孕法
等等。

模 擬 試 題

有國際組織今年訪問全球
15個地方、合共3,000名13歲
至25歲青少年，探討他們的
避孕方法及獲取性知識的途
徑，發現逾半數人曾沒有採取
任何避孕措施便發生性行為，
數字與本港類似調查結果相
若。

資料A

有專家稱，青少年從網上容易接收到錯誤的性知
識，對避孕方法認知有謬誤。
他指出，「體外射精」避孕的方法沒有科學理據，

除了精子以外，體液內亦有精蟲，可致女方懷孕；有
青年人以為戴兩個安全套進行性行為，可以有更好的
避孕效果，結果女方一樣「中招」懷孕；現時學校及
家長應抱持開放的態度，不忌諱性問題及澄清坊間的
謬誤。

資料B

（a）根據以上資料，試指出青少年性行為的特點。
（4分）

（b）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試分析全球年輕人性態度日益開放的因
由。 （6分）

（c）你在多大程度上認為青少年實不應進行婚前的性行為？ （8分）
（d）延伸題：有專家認為，學校及家長應抱持開放的態度，不忌諱性問題

及澄清坊間的謬誤。老師應如何在校內進行性教育？ （8分）

想 一 想

（a）性態度日益開放：這個調查訪問了全
球15個地方、合共3,000名13歲至25歲青少
年，發現逾半數青少年在沒有採取避孕措施
下發生性行為。
正確的性知識不足，大都由網上得來，對

避孕方法認知有謬誤。例如有青年人以為戴
兩個安全套進行性行為，可以有更好的避孕
效果。

（b）性觀念開放：隨着全球各地對性觀念
的開放，年輕一代受大眾傳媒渲染的性態度
影響，就以為性等於愛。
性知識普及：通過報章、雜誌、朋輩經
驗，年輕人對避孕、墮胎認識增多，但不全
面。他們誤以為只要有避孕措施，就不會有
意外；即使有意外，用事後避孕丸來補救。
早熟早拍拖：在調查中，全球15個地方、

合共3,000名13歲至25歲青少年，探討他們
的避孕方法及獲取性知識的途徑，發現逾半
數青少年在沒有採取避孕措施下發生性行
為。這意味着年輕一代對性的需要，或性行
為也可能提前出現。

（c）我在很大程度上認為青少年實不應進
行婚前性行為。
意外懷孕：年輕人對懷孕和避孕，大都所

知不全。意外懷孕，只有3個選擇：奉子成
婚；終止懷孕，即墮胎；生下嬰兒。
情緒危機：發生性關係後，男女或許都有

罪惡感、內疚感或缺乏安全感。這些負面情
緒，不單影響個人身心健康，也影響到雙方
關係。
扮演角色：有部分人為了繼續討好對方，

扮演角色，不斷用性來互相滿足，以維繫這
段關係。最後，有一方厭倦了角色扮演，玩
厭了與對方的性愛遊戲，便會退出或另擇
「玩伴」。
承擔惡果：婚前性行為一旦被發覺，定會
遭家長、老師、教會非議，嚴加責備。輕則
興師問罪，重則報警查辦（若與16歲以下少
女發生性關係會惹上官非）。此外，一旦染
上性病，身心會大受創傷；不幸染上愛滋，
更危及性命。
影響婚姻：有些熱戀待婚的情侶，把婚前

性行為看作婚前預習。據婚姻輔導專家指

出，有婚前性行為的伴侶，在互相信任、尊
重方面，容易出現問題。然而，有年輕人可
能認為婚前性行為有助促進關係，以為與對
方的身體有親密接觸，就可以把雙方關係提
升到更高境界。
事實上，男方可能「如願已償」，而變得

冷漠無情，或女方因男方「如願已償」，而
變得無可奈何，可能令大家互相猜忌。

（d）首先，老師灌輸性教育，不宜採用單
向方式，而要盡量鼓勵青少年參與，刺激思
考，引發討論，在過程中澄清觀念，糾正態
度。
並且，要有充分的性知識，尤其可以就婚

前性行為的原因與影響，客觀、理性地分
析，才能說之以理，動之以情，令年輕一代
信服，贏得他們信任。
最後要坦誠對話。要是知道學生已有固定

對象，就不妨找機會私下傾談，了解他
（她）對約會和親密行為的態度。可以用過
來人的身分，坦誠分享。真心誠意，必能鼓
勵他們說出心底話。

概 念 鏈 接

小 知 識

■■有機構指香港的性教育落後有機構指香港的性教育落後，，教育教育
局的局的《《學校性教育指引學校性教育指引》》2020年未有年未有
更新更新。。圖為性教育展覽圖為性教育展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研究發現有研究發現，，不少青少不少青少
年無採用任何避孕措施便年無採用任何避孕措施便
發生性行為發生性行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關懷愛滋調查顯示關懷愛滋調查顯示，，男性每次性交均使用安全套的比率比女性高一男性每次性交均使用安全套的比率比女性高一
倍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