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4 年 7 月第 6卷第 7期

通讯作者：赵冬梅，广东金融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心理创伤与儿童心理发展。

文章引用：邓心怡，赵冬梅．男性月经态度的质性研究——基于个人成长背景及其社会角色［J］．中国心理学前沿，2024，6（7）：

1154-1164．

https://doi.org/10.35534/pc.0607129

男性月经态度的质性研究
——基于个人成长背景及其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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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将男性作为目标群体，采用半结构访谈法，访谈了21名不同年龄阶段的男性，通过软件NVIVO14.0对

访谈文本进行编码，试图探究不同成长背景以及担任不同社会角色时的男性是如何看待月经以及如何对待经

期女性的，从而了解男性在女性月经中充当的角色，为男性如何帮助经期女性提供建议和思路。研究发现：

男性主要通过家庭、学校、同辈交流、公共媒体四类渠道习得关于月经的知识。处在不同社会角色下的男

性，对待月经与经期女性的态度会朝着满足个体观念中角色背景下要求与期望的方向变化。男性大多从宏观

的角度谈论月经，当下的社会观念、文化传统都会造就男性对于月经的认知，社会对于女性的尊重也会影响

男性对待女性以及经期女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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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缘起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女性在各行各业的地位不断提升，涉及女性的各种问题和议题日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

点。月经是女性第二性征出现后身体的自然现象，对于多数女性而言，月经对其产生的影响时间段接近

生命中一半的时光，但给女性带来的体验往往充满了不适和羞耻［6，13］，这也就造成了对于女性个人身

体与情绪，以及社会地位的负面影响［7，10］。纵观国内外学术研究圈，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女性对月经的

看法和态度，而男性作为女性身边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似乎被排除在这一话题之外。相关研究表明，男

性的态度是导致对月经的污名化和误解的主要因素之一［2，5］，因此了解男性对于月经的认知和看法对打

破女性月经禁忌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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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在社会中的各种行为表现、情绪状态基本都是通过学习和模仿周围的

人或事物得到的，因此，个人的成长环境、所经历事件的差异会导致个体的认知和态度存在差异。而在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担任着各式各样的社会角色，所对应的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的角色规范（权利和义

务）［15］。男性作为构建社会文化环境的重要一员，作为影响女性月经体验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以此来

探究成长背景的不同和担任社会角色的不同如何塑造男性对月经的认知和态度，本研究希望弥补男性在

相关主题的研究空缺，致力于减少性别不平等和月经排斥。

2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根据本文的研究主题与目标，结合笔者目前手中能获取的资源，采访21位成年男性，了解他们对月

经知识的掌握情况，引导他们回忆生活中与月经相关的经历，探究他们对月经态度的形成和发展。

本研究拟选取不同年龄阶段的男性作为被试，在年龄阶段的划分上，参考了外国学者Augustus-

Horvath和Tracy在2011年的一项研究中的年龄划分方式，根据成年初期（18～25岁）、成年早期（26～39

岁）、成年中期（40～65岁）来确定被试群体［1］。

根据扎根理论的研究思路设计，首先，明确研究的核心问题，即基于个人成长背景和社会角色探讨

男性月经态度的机制；其次，选定研究样本对象；接着，进行数据收集，通过访谈等方式获取研究样本

对象的文本资料；最后，根据扎根理论运用三级编码对文本资料进行分析。表1详细列出了三级编码过

后整理的具体类目，包括主题、副主题、对主题的概念说明和典型例子，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

表 1  三级编码具体类目

Table 1 Specific category of selective coding

主题 副主题 阐述 例子 参考点

男性月经知识的获取

家庭赋予懵懂的月经
认知

家庭成员给予的月经教育
和性别规范传递，影响着
男性对月经的认知和态度

“我妈只会和我姐讲，有次我想
参与她们的聊天，被她俩赶走
了”

26

学校中的生物学教育
受访者通过学校获得的教
育大多偏向于生物学概念

“老师不会跟我们讲这种话题，
最多讲到第二性征的时候一笔 
带过”
“也有生理课，但只有女生能
听，我也不知道具体讲了什么 
内容”

16

同辈群体间的认知交流
与同龄人的互动和讨论，
受访者了解到更多月经知
识，形成自己的月经认知

“初中的时候交了女朋友，然后
就会发现她肚子疼，她就会跟我
讲月经是什么，我才知道月经具
体有哪些表现”

24

公共媒体的议题传播

通过媒体对月经议题的传
播和讨论，受访者接触到
更多关于月经及经期女性
的信息和观点，从而拓宽
对月经的认知

“B站上面的视频，有时候会刷
到一些关于性知识的，里面会有
提到女性月经，就是比如说经期
不能发生性行为，什么安全期之
类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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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题 副主题 阐述 例子 参考点

男性在特定角色中关
注月经

原生家庭视角：在意
与忽视

一部分受访者在成长初
期出于好奇或关心的角
度会了解母亲的月经状
况，一部分表示未关注
过相关情况

“小时候我妈妈她来的时候我比
较好奇，我就去问她然后就了解
到”

15

伴侣视角：情绪与责
任

处于一段亲密关系当中的
受访者从情绪与应尽责任
的角度谈论月经

“就是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
助，像煮红糖姜水，包括买卫生
巾，更多地给她提供情绪价值”

25

父亲视角：关心与教
导

作为父亲的受访表示女儿
的月经状况需要关心呵护

“我觉得是我当了爸爸，我的女
儿到了青春期之后，才提的比较
多。因为她会不舒服，她也比较
依赖我，还是我带她去看的中
医。”

14

职业身份的角色期待
不同的社会职业角色对月
经及经期女性的看待方式

“但是作为老师还是不希望学生
请假，会落下课程内容”

5

月经文化
对待月经的不公与歧
视

存在对女性月经的歧视现
象，包括认为月经是不
洁、羞耻的，或者对女性
月经期间的工作、学习等
能力产生偏见

“在我家那边，来月经的女人不
能去寺庙参加祭拜活动”

13

社会评论

社会认知的开放与包
容

随着多元文化的交融和性
别平等的推进，社会对于
月经的认知转向开放与包
容

“社交媒体对于月经话题的包
容，允许拒绝月经羞耻这些方面
信息传播，让整个社会能够正视
和尊重月经”

13

女性主体性的凸显
不管在个人话语体系还是
公共社交空间，女性是决
定对待月经方式的主体

“女生有权利决定她要不要在大
众面前展露她的月经，男性无权
干涉”

12

3  研究发现与结果分析

3.1  男性月经知识的获取

3.1.1  家庭赋予懵懂的月经认知

男性非月经的亲身体验者，故在家庭教育中，往往缺少对男性的主动性教育，他们日常能获取到关

于月经的认知大多来源于好奇心驱使下父母的教育和家庭成员保密态度下的“道听途说”。

（1）父母的教育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在青春期或者早于他们从别的渠道了解到“月经”概念之前，他们的父母或者

其余家庭成员大多不会主动向他们科普相关知识。

“我有时候看家里的卫生间会摆上一包卫生巾，就我妈会用。然后我就好奇这是什么？然后我妈就

跟我说这是用来干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说了什么是月经。”（大奇）

父母对于月经的说辞让还未形成月经概念的受访隐约了解到月经是和男性无关的事。另外，笔者发

现，提及家庭教育对于月经有涉及的受访者，大多属于成年初期，而成年中期和成年晚期的受访者被问

到时，大多表示“从未听母亲提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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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成员保密态度下的“道听途说”

除了父母之外，女性家庭成员也可能为男性形成月经认知做出了贡献，这基本围绕日常相处中发生

的有关的事件或话题，男性通常不是话题的参与者，而是旁听者。

尽管处于同一空间下，但男性基本被排除在月经相关话题之外，家庭成员关于这个话题的沟通，通

常是“躲着”进行的。

综上，家庭已经属于私密的个人空间，即便是在这一空间里，男性都不被允许拥有自由谈论的权

利，大多家庭营造的都是月经“不可说”的氛围，他们极少从家庭教育中获取与月经相关的正确知识，

这可能会导致男性对于月经形成“这是女人的事”等的刻板印象。

3.1.2  学校中的生物学教育

校园时期是我们汲取知识、增长才干、树立价值观最重要的一环。学校教育能够为男性的月经认知

提供何种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如何向学生传递知识。

（1）偏向生物学概念的教学内容

在青春期出现前的小学阶段，全部受访者皆表示未从学校教育中获得任何有关于月经的内容。笔者

发现，男性对于月经最早的概念形成大多来源于初中的生物课程，而生物课给予男性的月经教育基本源

于介绍生物学事实。

“老师说了女性排卵会来月经，来了之后会流血，可是直到我谈对象了，我才知道血是从阴道流出

的，月经期间不能发生性行为等”（程某）

年代的不同，城市与农村的差异或许导致受访者在相似的生物课程上接受的内容不同，但不可否认

的是，生物课程中对于月经的教学偏向于照本宣科地进行概念学习，而忽视了月经中实际生理状况和情

绪感受的学习。

（2）课程设置方式

在提倡提早性教育的大环境中，部分地区部分学校开设了有关性教育的生理课程和有关两性知识的

宣讲。但有一部分受访者表示，生理课程的目的是教会女生保护自己，男性被排除在生理课程之外。

受访者小天指出在学校实际教育中，或许由于教师教学任务的压力或者羞于谈性的固有观念，并未

落实提早性教育的相关措施。

结合以上内容，部分受访者指出学校对于月经或者对于性知识的教育未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学校向

女生传递要保护好自己的观念，但忽略了男性“不清楚这个事情对女性意味着什么，从而会做出一些伤

害女性的行为”（虎子）。教育的发展一直是整个社会的重要议题，关于性教育、月经教育的普及还需

各方群体共同努力。

3.1.3  同辈群体间的认知交流

以往研究表明，父母更倾向于向女孩传授性教育知识，而忽视男孩［9］，也就意味着对于月经这一

话题，不管是长辈，还是老师，与男性个人之间都会存在一定隔阂，而同辈群体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能让

男性了解到更多知识以及对待月经的态度和观点。

（1）同伴交流

访谈过程中笔者了解到，同伴之间对这类女性话题往往不会主动地去探讨。但笔者发现受访者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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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很多关于月经的知识，往往又是由同伴提供的，主要是在相处过程中，发生了与月经相关的事件或

日常聊天。

“也忘记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吧，好像大家就都知道了来大姨妈的时候女生的情绪会不好，后

来在班里面男生去逗女生，把她逗生气了，男生就会说类似‘你是不是来姨妈了，脾气这么差之类的

话’”。（虎子）

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并不清楚是由于激素的变化会导致经期或者经前期的女性出现情绪不稳定的情

况，形成了对经期女性的刻板印象，并以此为逗趣手段。由此可见与同伴之间的交流重点在于生理表现

和日常情绪表达。

（2）伴侣交流

多数受访者表示，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有关月经的知识就由女性输出变成了共享的信息。他们更真

切地体会到了女性在经期的真实感受，比如痛经时的表现、情绪不稳定持续的时间、身体的反应等。

“我女朋友来月经前大概一周的时候，脸上就会开始长姨妈痘，又红又肿，整个过程都会比较烦

躁，还听她说偶尔会出现乳房胀痛的情况。”（大白）

综上，同辈群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受到所处社会环境，个体观念等种种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说，大

多数的受访者都表示自身接受的月经知识，绝大多数是源自同辈群体之间的“口口相传”。

3.1.4  公共媒体的议题传播

我国的公共媒体对于月经这一话题的宣传程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增大的。这一点笔者在不同年

龄阶段的受访者中感受到了差异。

在网络媒体还并不发达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大多从电视和报刊中了解社会动态，一些成年中

期的受访者表示很少会有和月经相关的内容。

“现在电视上面应该很多提到月经的了，但你要我回忆以前的话，以前年纪还小的时候跟着外婆看

那种家庭剧里面会提到，女性角色没来月经，就是怀孕了。”（阿豪）

阿豪讲述的可以说是个典型例子，一些影视资料会将月经置于女性生育的背景下。“月经就是为了

生育做准备的”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于女性意义的构建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生育。在计算机和手机

普及之后，人们大多从各类网站与社交平台探索未知。

综上，公共媒体传播的内容，大多是当下社会观念的体现，也就意味着社会媒体的引导很大程度决

定了大众思想的走向，在潜移默化中会影响男性对待女性以及月经的关注及态度。

3.2  男性在特定角色中关注月经

3.2.1  原生家庭视角：在意与忽视

在与受访者的交流过程中，笔者感受到了在原生家庭中对待经期女性成员两种鲜明的态度。一部分

表示在意和好奇；而另一部分则表示从未关心过。

（1）在意好奇

部分受访者站在儿子与兄弟的角度，阐述了他们在家庭中遇上处于经期的女性家庭成员，会存在抱

有好奇态度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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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男性表示出对月经的好奇以及对家人的关心时，部分受访表示会遭到家庭成员的拒绝与抵触。站

在女性的角度，这可能源于被儿子或者兄弟发现自己来月经这类“私密”的事情导致的羞耻情绪。

（2）从未关心

在笔者询问到“是否留意过母亲的生理期表现的时候”，大多受访者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可能由于

我国传统且内敛的教育观念，作为儿子难以表达对母亲经期身体以及情绪的关心。

“很惭愧，我好像从来没有留意过我妈的生理期表现，也从来没有想过关心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

么，但是就是没有这个意识。”（余某）

表示“从未关心”的受访者大多认同“月经是女人的事”“是私密的事”的观念，所以作为非伴侣

的男性家庭成员时，不会对经期的女性产生额外的关注与关心。

3.2.2  伴侣视角：情绪与责任

在绝大多数受访者的认知中，是伴侣的出现将月经从一个模糊的概念转化为切身的感知，拥有具体

的“形象”。基于伴侣的角色，更多男性参与到了女性的月经生活中，感受月经对女性身体状况和情绪

状态的影响。

（1）情绪

男性总是在提及情绪的状况下谈论月经，似乎“情绪不稳定”“莫名其妙地生气”就是经期女性的

标签。艾莉斯·马利雍·杨在其发表的书籍中论证过这样的观点，即处于生理期或经期来潮前的女性是

不理智、具有威胁性的，这一看法与社会对女性的消极看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4］。一位已婚的受访

者程某表示他是情绪不稳定的“受害者”。

同时，也有受访怀疑，女性经期的情绪不稳定是女性发泄个人情绪的借口。即使这样，大部分的受

访依然表示，作为男性需要包容女性，关注女性在经期的情绪状态，及时提供情绪价值。

（2）责任

在亲密关系中，男性受访大都向笔者表示自己处于照顾者的角色，满足伴侣的经济需求、生活需

求、精神需求都是他们的责任。

一位从事中医护理行业的受访者说到，在面对女朋友痛经的问题时，他会学习通过一些姿势或者热

敷缓解女朋友的不适，但抛开男朋友的身份，他依然认为“月经是只属于女人的事”，只是呵护伴侣是

他的责任。

“我不是关注月经，我只是关注我的女朋友，如果没有谈恋爱，我不会关注任何这方面的内容，因

为它和我无关。”（虎子）

综上，男性背靠伴侣的角色期望或责任关注女方的经期情绪或生活体验，但这并不能够说明男性对

于除伴侣以外女性月经的态度与对待方式。

3.2.3  父亲视角：关心与教导

在孩子的成长历程中，无论是性格培养还是情感建立，无论是知识锻炼还是道德质量，父亲在当中

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教导方式

在访谈中笔者发现，站在父亲角色下的受访者对于孩子月经的教育首先偏向于让母亲进行，拥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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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10岁女儿的受访者表示：“这个话题，我开口的话不是特别合适。”（程某）

程某表示，他希望孩子形成男女有别的观念，在一些被社会普遍认为是女性领域的地方，学会保护

自己，但他同时表示，不会在家庭中让孩子感觉到他在躲避这个话题。

另外，受访者冯某认为，无需向孩子过早传授相关经验，“等到了年纪，她自然而然就会了解到这

些内容了”。

（2）关心行动

在访谈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位在女儿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离异独自带娃的受访者袁某对女儿的生理期

状况十分了解，他表示在他之前接受的教育和成长环境中，认为月经是一件极其私密，不可张扬且是一

件男性毫无联系的事情。直到他当了父亲，必须去面对女儿的生理期，因为女儿的月经状况也是身体健

康指标之一。

综上，在孩子的生理教育问题上，不管在受访者的受教育体系中是否接受相关知识，但大部分都表

示在如今的家庭教育里需要提前向孩子进行科普。而作为父亲，几乎都是站在关心女儿身体健康的角度

关注其月经状况。

3.2.4  职业身份的角色期待

当男性进入社会，所处行业、所任职务的不同都会导致其需要满足该职业角色下的角色期望与角色

要求存在差异。

受访者阿豪是一名中学老师，他的妻子年轻时也会出现痛经无法工作的现象，所以他对于痛经女性

表示理解，但他面对由于来月经向他请假缺课或缺席体育练习的学生时，他表示：“上课的话能坚持还

是尽量坚持，实在不舒服可以趴在桌子上缓一下或者去校医室躺着睡一会儿再回来。”

受访者冯辉是一名大学教授，或许大学中的教学压力会相对较小，所以在面对学生的请假时，他表

示：“会批假啊，还是身体重要，休息好了才更有精神学习。”

受访者程某是一名工厂部门经理，管理着不少的员工与统筹工厂生产线的日常工作安排。对于员工

因月经身体不适的请假，他说“大部分还是会批的，如果她不舒服也会降低工作的效率。但如果她因为

月经请假的次数多，说不介意都是骗人的”。

受访者吕某自主创业，目前是一家电商公司的负责人，在笔者问到女性月经会不会影响他对于女性

员工的招募时，吕然表示，“多多少少会倾向于招募已婚已育的女性，但在实际过程中不会有太多的倾

向，某些需要外出或者有一定体力工作要求的岗位还是偏向于选择男性员工”。

大部分男性对女性的痛经都无法感同身受，但笔者发现受访者皆是站在包容与理解经期女性的前提

下，根据各自的职业身份，提出各自的考虑与顾虑。

3.3  月经文化与社会评论

3.3.1  对待月经的不公与歧视

在这一部分中，受访者大多从他们经历过的对于月经的负面事件或者感知到社会文化环境对月经或

者经期女性存在的不公与歧视现象进行总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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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文化观念的限制

社会对于月经忌讳的固有观念，影响了男性对于月经的认知基础。在欧洲传统文化中，就有经期女

性“不洁”的观点。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传统风俗仍保留有对经期女性的限制。

受访者阿强成长于潮汕地区，在那里，很多传统文化风俗被保留得非常完整，他向笔者介绍了当地

对于经期女性的限制，女性不允许在“拜老爷”的传统活动中接触灶台，月经期间男女的衣物不能混洗

等。究其原因阿强猜测“应该是经期女性在排毒，或者觉得流出来的血很脏，有可能弄脏衣服。好像也

有说法表示，碰到经血就会影响男士的气运”。当处于传统观念为女性地位较低的社会环境下，会存在

较多对于经期女性或者对女性的限制，且更难做出改变。

（2）刻板印象

正如前一节的受访者阿强所说的“经期女性在排毒”，很多受访者都提到了这样的观点，女性来月

经是一个排出毒素的过程。这样的刻板印象给男性带来了“月经污秽”的观念。之前也有提及，很多影

视作品总是将月经与女性生育扯上联系，以致于导致出现男性将月经当作调侃女性的工具。

“我们那个时候没什么文化，就觉得来了月经的女生就是已经长大了，差不多要回家嫁人了，所以

发现女生来月经就会笑她没书读了，准备要回家带小孩了。”（袁某）

更有受访者认为，女性来月经就是为了生育做准备，如果女性个体没有生育意愿，那是否来月经，

是否正常规律也就变得不重要了。

（3）月经羞耻

在笔者与受访谈及月经羞耻这一话题时，一部分年轻受访者表示他们有从公共平台上看过这一概

念，即使并未涉猎的受访也表示能够猜出或理解这一名词的含义，分析出现月经羞耻背后的原因，受访

者李某表示，这可能与男性目光凝视有关，“女性通常是被男性发现了她来月经，或者出现什么意外状

况，遭到了男性的耻笑，比如弄脏裤子之类的，才会产生羞耻感吧，如果只是被女性知道，那应该没什

么问题吧。”

更有受访者大林表示，社会对于月经遮掩的态度与性羞耻有关，“男女在经期不能发生性关系，发

生了性关系导致怀孕，月经会立刻停止，与其说月经羞耻不如说这个社会谈性就羞耻”。

3.3.2  社会认知的开放与包容

对于年纪较小的受访者来说，他们成长于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较高，思想相对开放的时代，笔者

在与这部分群体的沟通过程中发现他们对于“谈论月经”的接受程度更高，这可能源于对于月经知识或

积极月经观念的掌握，能够从更多途径获取，他们接收到的月经信息更加完善。

而面对年纪较大的受访者，他们经历过社会对于月经从封闭到开放的阶段，所以他们的表述里，往

往可以看到一个发展的过程。

“我以前可能觉得谈这个话题比较不能接受，后来你的妻子孩子在说，年轻同事点下午茶的时候也

会在说生理期不能喝冰，听得多了也就不觉得是一个问题了。”（张某）

3.3.3  女性主体性的凸显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程，女性劳动力成了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主要力量，女性的个人意识与地位也在

不断提高，女性为此付出的努力引发了社会对于女性的各类权益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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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受访者表示月经的主体是女性，女性有权决定对待月经的方式，而不应受到男性过多的指点。

有受访者表示，“即使是月经羞耻，也应该是女性的权利，她可以因为个人性格内向，不愿意向别人展

露自己的情况而拒绝聊月经，但不应该因为顾及男性的想法而影响自己的话语权。”

由于月经的“女性专属”性，男性大多是以第三视角看待月经，但参与过分娩体验受访者余浩向笔

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切身体会才能更好共情。通过查找社交网站发现，越来越多男性参与到分娩

体验活动中去，笔者认为这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男性或者社会更愿意站在女性的视角上考虑问题。就笔者

的个人感受而言，除了余某这类切实体验过月经感受的个例，绝大多数男性受访者都无法对经期的女性

共情，但基本都表示了对月经的尊重并尽量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4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男性对于月经的保密态度最早源于女性家人或朋友对于月经的隐瞒，即许多妇女与女

孩不遗余力地掩饰她们的月经［3］。而男性大多通过同伴或发生在其身边的月经事件片面地掌握月经知

识，而本该承担教育责任的家庭与学校却并未充分发挥其作用，笔者认为主要还是源于对于性教育与两

性生理状况的忽视。

绝大多数受访者是在他们生活中与女性的重要关系背景下去谈论月经的［11］。男性对于月经的态度

或者对于经期女性的关注是多样化的，即使同一个体，男性处于不同的角色背景下，会从满足该角色背

后期望的角度，关注女性的月经。本研究发现男性对于女性月经的关注或对于经期女性的关心大多建立

在女性向其输出内容。当女性减少生理期向外的输出或者进行隐瞒，受访者表示大多不会主动关注。另

外，男性对于除伴侣外的女性月经的关注，大多停留在生理状况层面，而缺少对于情绪体验的关注。

更多年龄较大的男性会从宏观层面，也就是将月经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谈论他

们感知到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对待月经或者经期女性的方式。一个社会对待月经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代

表了这个社会对待女性的方式［12］，也就意味着社会对待月经消极的态度来源于对经期女性或对女性

的负面看法［8］。

男性如何感知、体验月经和他们自己生活之间的交集在国内是一个很少有研究人员探索的领域，我

们的研究通过揭示男性对月经的认知与态度对该领域做出了贡献，强调了促进公开对话的重要性。社会

对月经的羞耻感和污名化可能在各种情况下损害妇女的健康和权利，男性的态度尤其重要，因为男性往

往拥有影响女性经历的权力职位［4］。在领导者大多数为男性的社会环境下，我们需要让男性参与到月

经健康管理中来，提高其敏感性，为女性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公共卫生环境。随着社会观念的开放与女性

意识的提高，将月经视为可以置于公共话语空间中的一件事，将其视为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需要社会

和全体社会人员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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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alitative Study of Men’s Attitudes towards Menstruation
— Based on Personal Growth Background and Social Roles

Deng Xinyi Zhao Dongmei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Abstract: This study targeted men as the target group and us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 to 
interview 21 men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The interview text was encoded using NVIVO14.0 software, 
aiming to explore how men from different growth backgrounds and social roles perceive menstruation 
and how they treat women during menstrua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men in female 
menstruation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ideas on how men can help women during menstruation.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men mainly acquire knowledge about menstruation through four channels: 
family, school, peer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media. Men in different social roles tend to change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menstruation and women during menstruation in a direction tha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and expectations of the individual’s role background. Most men talk about menstruation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and current social belief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can shape men’s understanding 
of menstruation. The respect society places on women can also affect the way men treat women and those 
who are experiencing menstruation.
Key words: Menstrual attitudes; Menstrual culture; Men; Growth context; Social ro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