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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对儿童说“性”，老师都脸红
尺度难把握但又很需要，幼儿阶段性教育引发热议
本报记者 张榕博

“爸爸有一个生育器官，妈妈
也有一个生育器官，爸爸妈妈结合
在一起，我们就诞生了，再经过10
个月的漫长孕育，我们就出生了。”
30日，“六一”儿童节来临前夕，在
济南市的不少幼儿园里，一节名叫

“我从哪里来”的生命起源课程，连
同对父母的感恩教育一同教给了

孩子。其中隐含的性知识成为济南
市不少幼儿园中班、大班小朋友性
启蒙的第一课。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对这
种科学知识是很难懂的，更不用提
性侵是什么了。”章丘市教育局学
前教育处工作人员胡延青对记者
说。

济南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对于3—6岁的儿童，“我从哪里
来”的性启蒙教育已经比“你从垃
圾堆里捡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
的”等说法有了进步。不过，如何防
范“坏人”侵害孩子，对幼儿教师来
说，则是范围更大、更难把握的领
域。

记者了解到，在网上，一套名
为《我从哪里来？》的绘本翻拍图颇
受学前家长欢迎，不过里面一些说
法被不少网友认为“尺度过大”，比
如“妈妈的卵巢制造卵子，卵子的
形状圆圆的，像个荷包蛋。”“爸爸
的睾丸制造精子，精子的形状像蝌
蚪，头尖尖，尾巴长长。”

目前国家尚未要求在学前教
育阶段对儿童进行性教育，但2012
年9月，教育部颁发的《3-6岁儿童
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有了要求家
长与幼儿园教师告诉幼儿不允许
别人触摸自己的隐私部位，不要跟
陌生人走等防范潜在侵害的规定。

不少幼儿园表示，对学前儿童

进行性教育启蒙，特别是对于如何
解释隐私部位，“尺度”和方法是个
很大的难题。而如何教育儿童，特
别是女童防范自己的隐私部位，更
难倒了一些老师。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幼师坦言，她不知道该如何跟
孩子们表达，甚至说着说着“自己
脸就红了”。

“在幼儿阶段，我觉得性教育应
该渗透进日常教育当中，让孩子们
学会自我防护。”省实验幼儿园主
任、领秀城分园园长郭玉村告诉记
者，在幼儿园里的大班、中班，老师
们已经开始教授有关性知识的自
我防范知识，小班的儿童也有一些
性启蒙方面的渗透教育。“比如我
们会告诉小朋友，纸尿裤、小裤衩

里藏着什么？是我们最宝贵，也是
最秘密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保护
好，不能暴露给别人，也不能让别
人看见，除了妈妈，谁都不能碰。”

郭玉村认为，性教育不存在需
要或不需要的问题，而是方法问题。

不过，也有家长认为，让孩子
过早地接触性知识，会让孩子产生
好奇心理，甚至模仿。对此，性学家

李银河告诉本报记者，不用担心过
早的性教育会促使儿童“早熟”。

“我认为性教育越早越好，作为科
学知识不必躲藏，性知识过度匮乏
会让儿童产生好奇，甚至会发生扭
曲的性心理。”李银河认为，儿童3
岁时开始有性别观念，这时性教育
就应该提早介入，只不过不同年龄
段，需要不同的方法。

本报济南 5月 3 0日讯（记
者 徐洁） 近期，校园性侵
事件频发。3 0日，记者调查了
解到，济南市小学防性侵教育
普遍羞羞答答，大多只是告诉
孩子“不要与陌生人搭讪”等，
课堂内也多停留在青春期卫
生保健知识的范围内。

针对性侵防范，济南市甸
柳第一小学发出了《给家长的
一封信》，提醒家长告诉孩子

“放学后不要独自回家”、“如
果家长不来接，可以在学校等
待”等；洪家楼第三小学健康
教育课上，陈老师告诉学生，
不要单独出去玩，不要与陌生
人搭讪等。

记者采访多所小学后了解
到，面对屡发的性侵犯事件，学
校的教育大多仅限于此，不少老
师表示，目前没有更明白地告诉
孩子应如何自我防护。

“五六年级的女生来了例
假，身体开始发育了，健康教
育课程以生理卫生为主。”一
位健康教育老师说，“关于性
侵的内容，老师不好意思讲得
更透彻，学生也不好意思问。”
尤其是男女生合堂的健康教
育课堂上，一旦讲到“敏感问
题”，学生们通常的反应是偷
偷抿嘴笑。一位家长认为，防
性侵教育没必要羞羞答答，现
在要做的是如何开展防性侵
教育。

虽然身躯还幼小,但懵懂中已开
始体味生活；虽然心灵还稚嫩,但言
行中已懂得是非。本报昨日发起“孩
子心里话”征文以后，吸引了很多孩
子积极参与。一个个美好的愿望，一
句句有趣的牢骚，孩子们的世界总是
那么纯净和烂漫，孩子们的心里话，
又带给我们不一样的震撼。

又一个儿童节到了,怎么样让

孩子们过一个开心快乐的节日?怎
么样让童年成为孩子们一生的快
乐源泉?这些都是我们共同关注和
思考的问题。

但我们思考的模式往往都是以
成人的思维和角度去给予,去让孩子
们接受,却似乎忽略了孩子内心的想
法。这个“六一”儿童节,就让我们一
起来听听孩子们的心里话。

孩子们,你们有什么想对老师
和父母说的?你们心里有些什么话
想倾诉给所有的人听?你们对现在
的学习和生活有什么意见和不满?
你们认为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所有
的心里话都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
没有人会责怪你们,没有人会批评
你们,我们只是想听到你们内心的
真实想法。

这个儿童节是你们的,这个舞
台是你们的,这个世界是你们的。
孩子们,有话,就大声说出来吧。我
们希望来稿能表达孩子原汁原味
的真实想法,家长和老师不宜帮助
改动。

稿 件 征 集 方 式 : 电 子 邮 箱 :
woxinwen@126 .com

(本报记者)

孩子的心里话，请跟我们说说

本报讯 在“六一”儿童
节即将到来之际，省新闻出
版局经过积极协调，为驻莘
县张寨镇5个“第一书记”帮
扶村的218名小学生带来了
精美的书包、文具及少儿读
物，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

本次活动共发放价值
约3万元的爱心捐赠，其中，
泰山出版社捐赠书包、文具
各230套，山东人民出版社、
明天出版社、山东科技出版
社、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济南出版社、青岛出版集
团、山东美术出版社捐赠科
普、文学、历史、益智等少儿
读物800余套（本），不仅为

“帮扶村”小学生改善了学
习条件，更为孩子们的课余
生活增添了精神食粮。

一年多来，省新闻出版
局通过积极协调沟通，充分
发挥自身行业优势，扎实做
好“第一书记”帮扶工作，在

“帮扶村”陆续启动了农家
书屋、健身广场、村级服务
室、道路硬化等项目建设。

（本记）

省新闻出版局:

为218名小学生

送儿童节礼物

现状>>

学前性教育只是一节课

尴尬>>

国家没要求，“尺度”难倒老师

专家>>

性教育是科学，不必躲藏

防性侵教育

小学羞羞答答

20天内发生8起儿童性侵案件，屡屡发生的悲剧让人们意识到：保护孩子，我们做得还远远不

够。儿童代表着未来，同时也是最弱势的群体，再没有什么比孩子受到伤害更令人揪心。这个“六一”

儿童节，除了祝福，我们更应该反思：如何才能避免悲剧一再发生？如何让童年不再脆弱？

编者按>>

教育部：

把犯罪教师

清除出队伍

据新华社北京５月３０
日电 针对近日海南等地
相继出现的教师强奸猥亵
学生的恶性犯罪案件，教
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３０
日表示，有关案件发生后，
教育部第一时间要求有关
地方教育部门立即查清事
实，坚决果断把违法犯罪
人员清除出教师队伍。

这位负责人指出，涉案
人员虽属教师队伍中的个别
人，但犯罪性质极其严重，社
会影响极其恶劣，严重危害
学生身心，严重损害教师形
象。教育部将配合司法机关
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查处、
打击，绝不手软姑息。

本报淄博 5月 3 0日讯
（记者 张汝树） 30日下
午，“山东哥哥”隋刚踏上去
贵州的路程，他想在“六一”
儿童节，去看望他曾经帮助
过的孩子和帮助他上次去
贵州走访的9名贫困孩子。

“儿童节快要到了，想
到很多孩子会在父母怀里
撒娇，要好吃的、要各种玩
具，再想想那些苦难的孩
子，心里很不是滋味。”隋刚
说，他现在一个月工资两千
多元，每月还资助着5个贫
困孩子，势单力薄。他这次
和爱心人士去贵州，就是想
让爱心人士了解孩子们的
详细情况，让更多的贫困孩
子得到帮助。

“山东哥哥”

看望资助孩子

近日，青岛幼儿园保安

猥亵女童事件引发了幼儿

园阶段儿童是否应当进行

性启蒙、如何教导儿童隐私

部位保护的热议。性学家李

银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不用担心过早的性

教育会促使儿童“早熟”，相

反，最近接连发生的幼童性

侵案件正是因为幼教阶段

缺少这方面教育。

在章丘市水寨幼儿园，孩
子们正在做游戏，对于“性侵”
一词，他们全然不知是什么意
思。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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