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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要上初二了，还没上过防性侵课

不不知知何何为为性性侵侵，，咋咋保保护护自自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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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9日的讲座
上，主讲人冯建红
坦言，“家长、老师
谈性色变，不愿对
孩子开口，导致儿
童性教育缺失。”
她说，儿童性侵案
的发生，虽然直接
原因是孩子基本
监护的缺失，但还
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防范意识与
知识缺乏，特别是
整个儿童性安全教
育的缺失。

而不容乐观的
是，防性侵教育导
致的直接后果就是
孩子可能连什么是
性侵犯都不知道，
不知道如何保护自
己，遭遇性侵犯后，
甚至不敢说，也不
会描述。

29日，冯建红的儿童防性侵讲座大受欢迎，讲座结束后，听众还围着她请教。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老师捏不准尺度，担心讲了会起到逆反效果

王云曾经从网上搜集过性教育相关
的资料讲给学生。“比如英国儿童十大宣
言，其中有一条：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
不许别人摸，我也会讲给学生听。”但她
坦言，这方面的教育也仅仅局限于此。

“用什么样的形式和语言，讲什么样
的内容，深浅尺度如何拿捏，老师很难把
握。”对防性侵教育，王云还是有些困惑，

“比如男孩女孩是不是要分开讲，有些内
容讲出来是不是太露骨。”

作为班主任，她一直希望相关部门
能够就防性侵内容对老师培训。“针对班
主任的培训每学期都有，但大都是师德、
教风方面的，缺少儿童防性侵的内容”。

冯建红也告诉记者，她在跟很多老
师沟通时，老师们都直言很困惑。“他们

不清楚性教育的尺度到底在哪里，该不
该跟孩子们提这方面的常识和知识，担
心讲了会不会起到逆反效果。”

在听完讲座后，王云看到冯建红和
学生的互动，很受启发，“学生在游戏与
互动中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基本的防范知
识，而类似英国儿童十大宣言，偏重记
忆，学生不好理解，效果也不好。”

男童受到性伤害的比例越来越高

“最好能有一本正规的科学的小册
子，而不要让老师去网上找相关资料。”
王云说，而她的愿望也一直是冯建红在
考虑实现的。

2013年，冯建红成为“女童保护”项
目联合发起人，她说，“国内性教育一直
缺乏成熟教材，一些组织会组织讲座，但
没有形成大的体系和规模，而学校方面，
好一点的学校会开生理课，但对于青春
期教育内容，也未形成体系。”

如今，“女童保护”项目提供了一套

较为成熟的小学生防止性侵教案，可以
从网络上免费下载。“我们也是在询问了
许多专家后，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其中的
细节，并不断尝试这方面教育的边界在
哪里，”冯建红告诉记者，“目前我们正在
做中学生防性侵教案。”

“很多老师和家长还存在误区，认为
孩子，特别是男孩子，不可能遇到性侵
犯。但其实目前男孩受到性伤害的比例
越来越高。”在冯建红看来，尽可能给更
多孩子上防性侵课，才能尽量减少儿童

性侵事件的发生。
“我们要从建立孩子的自我保护意

识入手，通过宣传教育，建立‘家长+儿
童+老师’的儿童保护‘三道网’。”冯建
红说。

而一旦性侵事件发生后，对受伤害
儿童的保护也至关重要，应避免“二次伤
害”。冯建红说，“老师要严格保护学生的
隐私，并第一时间给受害学生提供心理
开导，避免孩子认为‘我犯了大错’‘从此
人生就完了’等等，给他们正面引导。”

29日上午9点半，济南市东方双语实
验学校五年级3班和4班的40多名学生组
团来听讲座，“学生太需要这方面的教育
了。”带队的五年级4班班主任王云说，

“你看这些学生，好多身高都1 . 6米、1 . 7
米了。”除了身体早熟，她说，现在学生接
触的社会环境很复杂，“一些不良网站对

孩子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而记者现场随机采访了3名老师、3

名学生家长、6名学生，问及学校是否有
防性侵课时，除2名老师表示涉及较少，
其余学生和家长均表示“没有”、“没听
说”。一名学生家长告诉记者，孩子马上
就要上初二了，但在学校从没有接受过

防性侵教育。
记者了解到，性教育方面内容在省

城中小学都开展较少。多名中小学老师
称，教材中涉及防性侵的内容或者没有，
或者很少，专门的防性侵教材更是空白。

“学校对学生开展的青春期教育主要只
涉及生理卫生方面。”一名老师坦言。

本报记者 李飞 郑雷

学校性教育课仅涉及生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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