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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被当做敏感领域，很少有学校直接触及

性性教教育育尚尚未未纳纳入入常常规规教教育育
本报9月25日讯(记者 谭文佳

见习记者 王欣 唐宁 通讯员
赵金振 赵杰) 今年以来，不断出现
儿童遭性侵的案件，给孩子及家庭带
来了极大伤害，也引起社会强烈谴
责。25日，记者走访淄博市中心城区
各学校发现，截至目前，性教育课至
今尚未纳入常规课程体系，而多以

讲座的形式对学生进行宣教。
淄博市第十七中学德育处主任

崔泰峰告诉记者，性教育课程在学
校中多以教育讲座或者论坛的形式
出现，在学生常规的学科课程中并
未安排类似的课程。

“考虑到省内教育现状，在性教
育这方面，还是比较敏感的，就我们

学校而言，纳入正常教育体系的可能
性不大，但为了尽可能不让学生在这
方面出现教育空白，学校会组织安全
教育周的活动。”崔泰峰介绍说，“今
年上半年，我们就举行过一次女生论
坛，主要讨论女孩如何学会自尊自爱
自立。针对每一级学生的不同特点，
我们都会不定期举办性健康讲座，既

然学校还不能将此类课程纳入常规
体系，那就通过多组织类似辅助课程
弥补学生在这方面认识的缺陷。”

记者发现，不少学校都将性教育
当成敏感领域，但也有学校已在考虑
把性教育课程升级为日常课程。淄博
市第五中学心理学教师成国萍告诉
记者，虽然性教育课程未纳入常规教

学体系，但学校心理指导中心会考虑
将女生自我保护融入到日常教学，通
过印发宣传单向家长和学生宣传安
全常识和女生自我保护意识。

“目前学校主要以讲座的形式，
教授学生青春期常识，也包括女生的
自我保护常识，总之学校会更重视这
方面的教育和发展。”成国萍表示。

招聘舍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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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家长认为“关门”为安全太无奈，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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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5日讯 (记者 谭文
佳 见习记者 王欣 唐宁 通
讯员 赵金振 赵杰 ) 宿舍管
理员是学生公寓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角色，守护着宿舍的安全和秩
序。在谈到宿舍管理员的聘用资
质时，大多数学校都表示，从学生
的安全和利益出发，在选用宿舍
管理员时，都有很严格的标准和
限制，并且会根据社会的要求逐
渐完善和提高。

淄博市第十七中学德育处主
任崔泰峰告诉记者，聘用管理员
的要求比较高，至少要高中以上
学历，而且在管理学生方面要有
经验。“学校很重视公寓的管理，
所以对管理员的要求自然不能
低。想进入学生公寓，并不是管理
员个人说了算，学校都有严格的
规定和制度，管理员必须严格遵
守，学校会安排老师集中管理和
监督管理员，最后的成绩会跟管
理员的工资和奖金挂钩。”

崔泰峰告诉记者，现在在学
校里的宿舍管理员，都已经在学
校工作了四五年了，对于该怎样
管理宿舍，保证学生的安全都很
有经验。“学校里有比较完善的监
督体系，一般都会派专门的老师
负责管理和监督所有的宿舍管理
员，所以在学生公寓方面一直做
得比较好。”

随后，记者来到淄博市第五
中学，教育处副主任马明新介绍
说，学校中分配了3种“力量”来管
理学生公寓。“首先是生活指导老
师，由这些老师来充当住宿生的
心理指导教师，他们的工作是及
时与学生沟通出现的心理问题和
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另外是宿舍
阿姨，她们在学校里工作了 1 0年
以上，且表现良好，有较高的管理
水平。最后由学校设立的主任监
督指导。”马明新说，“我们现在又
将师德教育、法制教育纳入教职
人员和舍管员工培训内容及考核
范围，加强考核和评价，落实管理
职责。”

“初高中的孩子正好处于感
情懵懂期，对外面世界的危险一
点防备都没有，如果不对孩子进
行正确引导而导致悲剧发生，那
就是社会和学校的失职。”家住张
店新村西路的马先生告诉记者。

马先生说，从孩子那里得知，
学校进行性教育引导的方式最多
的就是讲座，而且一个学期还举办
不了几次，很少有学校能将其纳入
常规教学体系。“如果孩子真的在
生活中遇到骚扰或者性侵犯，他们
很难会主动开口找别人倾诉。所以
跟孩子沟通很关键，这种沟通不仅
来自父母，还要来自学校。”

马先生告诉记者，中小学学
生是弱势群体，孩子受伤害后难
以启齿，结果只能越来越糟，更何
况在这个敏感的年纪会有很多负
面情绪，如果找不到人诉说，造成
的潜在危害更致命。

“总之，孩子需要沟通，学校、
家长在关注孩子学习的同时，心
理方面更不能忽视，沟通和教育
相结合，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

孩子懵懂时

更需要沟通

家住张店柳泉路附近的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孩子
今年上初一，平时在学校中
住宿，一周才能回家一次，以
前只是担心孩子在外面吃的
好不好，学习怎么样，但自从
看到新闻上经常报道有儿童
遭性侵，她每天都会担心孩
子的人身安全。

“特别是今年以来，不管
是电视还是报纸，对儿童遭

性侵案件的报道就没停过，
每次看到这样的报道就不免
想到自己的孩子，很担心孩
子在这个懵懂无知的年纪受
到伤害。”王女士告诉记者，
中小学学生对什么事情都有
一颗好奇心，有时伤害即使
到了面前也不能察觉，尤其
对女生来说，若是碰到性侵，
自己都不知该如何应对。

“我看到有报道说孩子

遭受性侵后，不仅自己不知
道该怎么办，甚至连家长都
会一味忍受，不敢报警，如果
孩子平时能有自我保护的常
识，就不至于会受伤害。”王
女士告诉记者，“学校教育非
常重要，即使现在学生宿舍
已实施‘封闭式’管理，但封
闭式管理毕竟不如开放式教
育，所以学校也不能一味回
避。”

24日，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发布《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后，引起社会及及
家长广泛关注，记者经调查发现，多数家长希望性教育可以升级为日常教育课程。

张店的刘女士告诉记者，虽然
经常有人‘高喊’要把性教育纳入
日常教程，不能将性教育视为敏感
话题不敢碰触，但在现实中，学校
还是没有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

“我们属于比较开放的家庭，从孩
子开始能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我
们就向孩子传授了相关常识，但毕
竟孩子在学校呆的时间更长，所以
我觉得学校将性教育安排为日常
的教学课程非常关键，家庭只能起
到一个辅助作用。”

另一董女士则告诉记者，对
于性教育来说，很多家庭也比较
保守，对其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
直到伤害发生后才后悔。“孩子是
无辜的，既然家庭都不愿给予任
何教育，加上学校也有意回避，那
么最后受伤的只是孩子。”董女士
表示，希望学校在尽快完善性教
育体系的同时，能让更多的孩子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防性侵
的能力，避免受到伤害。“学校教
育和家庭教育应该双管齐下，一
个都不能少，这样才能形成保护
孩子的合力。”

孩子性教育

家庭学校都有责

多所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增强女学生身体素质。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有家长为自己的孩子报名特长
班，提高孩子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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