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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防性性侵侵课课
标标准准去去哪哪了了

性侵儿童案件曝光
周期的缩短，让儿童安
全基金会女童保护项目
对儿童防性侵教育的授
课任务更加急迫。

儿童安全基金会女
童保护项目的最新调查
数据显示，曝光的性侵
儿童案件，已由一年前
平均2 . 92天一起变成了
1 . 9天一起，2014年5月22
日之前的一年中，有192
起性侵儿童案件曝光。
而这些公开曝光案件只
是冰山一角，形势越来
越严峻，特别是在农村
地区。尽管“扑火抢救
式”的儿童防性侵授课
教育不能杜绝性侵儿童
案件的发生，但民间的
行动，只能采取目前的
急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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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实习生 葛若佳 王书境

一堂防性侵课的连锁反应

2013年5月似乎是性侵儿童案件的
集中爆发期。

2013年5月8日，海南万宁小学校长
带小学生开房事件曝光，当月的20天
内，全国范围内曝光了8起性侵儿童案
例，性侵者有校长、教师、保安、司机等。

在愤怒的同时，身为北京一家媒
体时政记者的孙雪梅，也思考着应该
做些事情，减少甚至避免对儿童的伤
害。她联合北京多位记者，发起保护女
童活动，“对于女童来说，性侵这种伤
害一生都是无法抹掉的。”孙雪梅告诉
齐鲁晚报记者。

借助QQ群和微信群，孙雪梅等人
联系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女记者，发动她
们参与儿童安全基金会女童保护项目。
项目中的不少女记者是免费午餐的发
动者，她们就借助免费午餐项目在云南
大理漾濞彝族自治县的资源，在该县三
个学校进行第一次防性侵授课。

“教案是项目组和专家研讨出来
的，也会根据教学实践不断修改。”孙雪
梅介绍，教案是按照一节课的标准设计
的，努力让小学生在一节课的时间内学
到最有效的防性侵的方法。

在云南漾濞彝族自治县授课时，一
个小女孩突然嚎啕大哭起来，这把孙雪
梅吓蒙了，“那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
小女孩曾遭遇过性侵。”

孙雪梅课下询问得知，“授课时多
次提到的‘爸爸妈妈’触动了小女孩。
教案里提到，有人触碰隐私部位要及
时告诉爸爸妈妈，出门时要跟爸爸妈
妈说等内容，但这个女孩的爸爸妈妈
常年在外打工，她根本见不到他们，所
以在课堂上哭了。”

这个场景对孙雪梅等人来说触动
特别大，女童保护项目随即调整了教
案，“不能光说爸爸妈妈，我们就改成
了‘遇到事情要及时告诉父母或者其
他家人’。”

第二个授课地点，孙雪梅选择了贵
州习水县。2013年10月18日，她去贵州
黔东南采访留守儿童，并带去了保护女
童项目制作的“守护童年”宣传折页，希
望在那里能安排一堂课，教授留守儿童
如何防性侵。

在工作过程中，孙雪梅联系了习
水县三岔河乡狮子完小的校长，表达
了这一意愿，校长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10月22日在学校食堂授课的场景，让
孙雪梅至今仍津津乐道，“全校有200
多名学生，校长为让更多学生听到课，
将食堂的桌子搬出去，各班级学生带
着凳子听课。”

狮子完小校长非常支持课堂上讲
授防性侵，他告诉孙雪梅，性侵儿童案
件的新闻报道不少，但在上健康教育课
时，学校老师一直不知如何讲授。孙雪

梅讲课结束后，校长把教案留了下来，
希望学校老师以后用这个教案给其他
孩子授课。

孙雪梅的授课被三岔河乡中心小
学校长、三岔河乡副乡长得知后，两人
特意赶到狮子完小，让孙雪梅无论如何
都要去中心小学“留守儿童之家”上一
堂课，那里120名学生全是留守儿童，他
们特别需要这样的知识。

也正是由于孙雪梅的这次授课，
习水县决定在全县推广儿童防性侵教
育。2014年2月，习水县妇联主席邀请
孙雪梅回去上课，双方商量在全县推
广，县妇联、教育局、团委、公安局、司
法局等部门参与，习水县抽掉了各乡
镇90多名女教师到县城接受培训。教
育局通过网络把教案、PPT等发给各
乡镇老师，要求她们回乡镇落实到具
体的课堂上。

这对孙雪梅来说是兴奋的，因为在
她看来，在一个县如此大规模地展开教
学，是非常有难度的。此后，女童保护项
目先后在广西、湖北等地农村铺开。

教案争议

女童保护项目和专家组多次论证
义务教育阶段防性侵教案。起草的教案
经过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
会秘书长张雪梅、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
心副主任童小军等专家历时半年多的
40多次修改，最终形成独立的《防性侵
教育小学课堂45分钟标准教案》。

关于隐私部位学名是否应该出现
在教案中的争论也是女童保护项目和
专家考虑的。“后来没有采用隐私部位
学名，目前国内大多数人谈性色变，尤
其家长和老师都可能接受不了，所以我
们根据国际惯用，提出内衣和短裤覆盖
的地方属于身体的隐私部位，不能随便
让人触碰。”孙雪梅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像这样的讨论很多。

她举例说，“撰写教案的过程中，我
们也征询了心理学专家的意见，因为怕
给孩子带来心理恐惧，教案不能做成恐
怖教育，防性侵教育主要是安全教育，
但并不能因此让孩子以后对性或者成
年男人恐惧。”

孙雪梅说，看似细微的地方，可能
会对儿童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比如被性
侵是否要大声呼喊，当时争议就比较
多。最后他们综合国外儿童防性侵经验
等，主张是否大声呼喊要分周围人多和
人少两种情况。

“人多的地方比如公交车等公共
场合，要大声喊叫和严厉拒绝，并向周

围人寻求帮助，到达安全地带。而在人
少的场合，只有你和对方时，虽要拒
绝，但要懂得安全反抗、安全逃脱，一
味地大哭大叫可能会激怒对方杀人灭
口，威胁到生命。”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中心副主任童小军告诉齐鲁晚报记
者。

教案还根据性侵儿童案例的实际
来制定课程。孙雪梅告诉齐鲁晚报记
者，2013年—2014年的一个年度内的
192起性侵儿童案件中，陌生人犯案仅
占38起，绝大多数案件均为不同程度的
熟人犯罪。

从曝光的案件实施者与受害人的
关系看，师生关系占比最高，达42起；邻
居关系紧随其后，达36起；网友关系、所
在区域保安人员关系10起。“我们在教
案中告诉孩子们，不光是陌生人可能侵
害你，熟人也可能。所以，如果老师、校
长、邻居或者其他你认为权威的人，要
触碰你的隐私部位，也属于性侵害，要
勇敢拒绝。”孙雪梅说。

这只是小学教案起草过程。
5月29日，齐鲁晚报记者听取了女

童保护项目关于初中学生教案的商讨。
针对教案中“堕胎以后长大就不能当妈
妈”的描述，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
学研究院教授刘文利建议，不要使用如
此恐吓的态度。

“后面还提到青春期发生性关系可
能会犯罪，就是把性跟错和罪联系起来，
甚至跟一生的不幸联系起来，对孩子教
育是不利的。”类似的讨论持续3个小时。

许多专家认为，课程安排上只有一
节45分钟的教学是不够的，“许多学校
教学任务重，不可能抽出这么多时间，
我们想在45分钟中教授他们最有用的
方法。”孙雪梅说，初中教案的最终敲定
需要较长时间，要不断与专家探讨，甚
至可能教学实践后再改。

参与防止性侵女童教育工作的不只
是女童保护项目。北京海淀检察院有一
个法制教育基地，“我们编了很多最新性
侵案例的手册，就是专门给孩子设置的，
把很长的案例变成小案例。”海淀检察院
检察官余海燕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刘文利也在北京十所打工子弟学
校进行着教学，她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我们设计小学课程，一到六年级是72
个课时，每个学期6课时，我们已经做了
三年了。”

孙雪梅说，虽然大家对教案产生争
议，但目前最应该做的是教师应该成为
教授女童防止性侵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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