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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应该从什么时候开
展？家庭和学校应该怎么做呢？记
者采访了宁波市名班主任俞成
效，他认为，性教育绝非简单的生
理知识灌输，更是生命教育、责任
教育与人格教育的综合体。破除

“谈性色变”的坚冰，既需要家长
放下羞怯与孩子坦诚对话，也期
待学校建立更系统的课程体系。

“性教育的基础启蒙应始于
家庭环境，父母需主动承担首任
教育者的角色。在上幼儿园之前，
孩子就应该有区分性别的能力和
基本的性别意识。等上了学之后，
再由老师进行适时地引导。”俞成
效认为，性教育的开展没有确切
的时间点，当孩子对这方面感到
好奇、有探索欲的时候，家长和老
师就应该提供帮助。

“其实每个小学在学生五、六
年级的时候，都会上‘男生女生’
这方面的课程。”俞成效说，性教
育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成长的必
修课。它能教会孩子们如何保护
自己免遭侵害，也让他们懂得如
何尊重他人隐私。从更长远的角
度考量，它还是培育未成年人健
康心理的重要纽带。性教育的不
断进步，是守护下一代健康成长
的重要屏障。

你和孩子会“谈性色变”吗
这堂成长必修课，应该怎么上

“妈妈，我是从哪里

来的？”这个几乎每个孩

子都会提出的问题，曾让

无数家长不知如何回答。

老一辈人用“老江桥底下

捡来的”“垃圾桶里翻到

的”等回答搪塞，而新一

代家长正用更科学的态

度打破沉默。当性教育从

禁忌话题变成成长

必修课，宁波的家

庭 与 学 校 如 何 把

握教育的尺度？

记 者 近 日 采

访 了 一 些 学 校 老

师和家长，探寻这

场 悄 然 发 生 的 观

念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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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桦

胡女士是海曙区镇明中心小
学一名五年级女生的妈妈，她告诉
记者：“性教育不分年龄，我们从小
就会给孩子看一些性教育方面的
绘本，像《我的身体》《妈妈我从哪
里来》《不可以》等绘本，都是我和
女儿一起共读过的。”

当孩子问“我从哪里来的”，胡
女士总是很认真地回答：“爸爸的
精子和妈妈的卵子因为相爱而相
遇，于是在妈妈的肚子里有了你。”
她认为，不藏着掖着，孩子才不会
因好奇而误入歧途。

这位母亲的实践印证了现代
家庭性教育理念的转变。在生理期
时，她会与女儿分享这个女性的

“秘密”，让女儿在初潮来临前，就
对生理期有清晰的认识；随着女儿
的成长，她提前给女儿准备好小背

心，告诉她发育后的种种变化。
“我叮嘱她，如果遇到调皮的

男孩子拉扯她的肩带，要态度强硬
地拒绝，或者及时寻求老师和家长
的帮助，因为这个行为是错误的。”
在胡女士看来，性教育不是一次性
授课，而是贯穿成长的日常对话，
让孩子在潜移默化间了解自己的
身体，学会自我保护。

江北区黄女士的家庭性教育
则侧重于建立身体边界意识。她给
女儿定下明确规则——禁止单独
前往仅有异性长辈的家庭。“有次
孩子想去同学家，听说对方只有爸
爸在家，我坚持让她换个时间再
去。”她认为，男女有别的认知需从
小建立，“这不是限制自由，而是给
孩子装上‘防护雷达’。”

而男孩子的家长对这方面的

话题就表现得比较讳莫如深了。在
采访过程中，一位家住鄞州的父亲
告诉记者，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从
未接受过家庭性教育。他在初中的
时候，无意间看到一些国外的杂
志，产生了一些反应。“那时，我觉
得这是很羞耻的事情，不敢问父
母。以前查阅资料也不方便，苦闷
了很久。”现在，这位父亲在和儿子
相处时，总想着给他科普一些性知
识，但发现要做好性教育真的不容
易。“我们这代人自己都没受过性
教育，既怕说错话误导孩子，又怕
过度解释激发好奇心。”

还有的父亲直接告诉记者，
“儿子从来没有主动问过这些话
题。我觉得对待儿子不用教，现在
网络这么便捷，想知道什么自己去
查就是了。”

当家庭性教育存在盲区时，学
校正逐步成为主要阵地。海曙第三
外国语学校的科学老师陈逸丰，最
近正在精心筹备《青春期少男少女
养成守则》课程。这位教师收集了大
量网络资源，将男女生的青春期生
理变化与一些心理话题融合，计划
以茶话会的形式分性别开展教学。

“计划开设这门课，是因为受
到了一些家长的反馈，说有些孩子
偷偷看‘小黄书’。这本身并不是什
么大不了的事，与其让他们在网络
碎片信息中迷失，不如由老师做好
正向引导。”

这种“去羞耻化”的教育探索
已延伸至更低龄群体。在象山县春
晖幼儿园，老师们借助《小威向前
冲》绘本，用精子“游泳比赛”的童
话故事解释生命起源。“孩子们听
完会咯咯笑着说‘原来，我是游泳
冠军变的’。”幼儿园老师说，除此
之外，在母亲节、妇女节等特殊节
日，幼儿园还会开展一些生命教育
活动，体验妈妈的不易，教孩子保
护隐私部位等。

而早在十几年前，宁波市启文幼
儿园就面向幼儿开展了性教育课程，
告诉孩子哪些是不能让陌生人触碰

的隐私部位。该园教师应文辉告诉记
者，开设这样的课程是为了让孩子们
从小树立自我保护的意识。

不过尺度把握仍是难题。有班
主任透露，在班会课上讲解生理卫
生时，经常发现有学生窃笑，最终
也只能“点到为止”。“涉及具体性
行为的内容确实敏感，需要根据学
生反应动态调整。”这位教师坦言。

值得注意的是，宁波部分学校
开始引入专业力量。比如宁波市孙
文英小学就常邀请专业医生开展
讲座，试图在知识传授与价值观引
导间找到平衡点。

家庭性教育：有家长“自然对话”，也有家长“不敢聊”

学校性教育：性教育课程探索，已延伸至幼儿教育

性教育的基础启蒙
应始于家庭环境

浙江省家庭教育个案咨询宁
波市总督导、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徐晓虹同样认为，性教育应该
从小做起。

徐晓虹早在2004年便主持出
版了青春期性教育套书《少年心
事》与《解 读 少 年 心 事》，其 中
2005 年，《少年心事》还被国家新
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
20 余年来，她累计接受了约 1200
个家庭的个案咨询，积累了大量
的教育经验。

徐晓虹认为，从幼儿园阶段
开始，家长就应该通过绘本、情景
剧等方式建立“身体红绿灯”概
念，明确告知儿童背心、短裤覆盖
部位属于绝对隐私区，任何形式
的强迫触碰都可视为越界行为。
徐晓虹特别强调，父母要与孩子
约定“三不原则”——不与任何人
在密闭空间独处（包括熟人与亲
戚）、不接受超出常规的亲密举
动、不保守令自己不安的秘密，

“不光是女孩子，男孩子也要学会
自我保护。既要教导孩子建立身
体边界，也要培养其尊重他人身
体的意识。”

父母要与孩子
约定“三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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