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校忧心 性知识启蒙教育迫在眉睫

随机调查 性骚扰案例就在身边

如何预防性骚扰 青春讲师有话说
姐妹花记者调查发现：超半数孩子不知如何正确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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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青少年尤其是未成年人遭遇性骚扰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惩治犯罪是一方面；另一
方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预防犯罪，加强未成年人性教育，提高预防性骚扰与性侵害的意识和能力。

不久前，团市委、市卫健局团委联合市计生协开展了青春健康教育活动，旨在提高我市青少年青春健康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助力打造“浙有善育”民生品牌。活动结束后，姐妹花记者针对“青少年如何预防性骚扰”这一话题，对我市部分青
少年及“小候鸟”展开随机调查。结果显示：50%以上的孩子不知如何正确应对性骚扰，孩子们普遍渴望能学到更多的防
范知识，以更好地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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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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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莉（化名，小学六年级学生）：我

有一次坐公交车时受到过骚扰。有个

叔叔总爱往我身边挤，我很烦，可是没

有办法反抗。我的几个同学在坐车时，

也遇到过这种麻烦，真的很讨厌。

王刚（化名，初中二年级学生）：我

家住的地方比较偏僻，小路弯弯曲曲

的。有一次，我放学回家走在路上，有

个男人看见我走过来，就把裤子拉链拉

下，我吓得大喊起来。后来，我一走这

条路，就很害怕。

吕飞（化名，高一学生）：我每天蹦

蹦跳跳的，大家都叫我“小白兔”，大人

们都很喜欢我，经常找我谈话聊天。可

某位大人总是把我叫住说一些无关紧

要的话，一边说一边捏我的脸，看似很

亲切，其实我心里烦透了。

记者在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50%

以上的孩子不知如何正确应对性骚扰，

他们在面对他人的不良举动时，往往会

觉得不知所措。而约有 10%的孩子曾

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这对其心理

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至于实施骚

扰行为者，有孩子的长辈或熟人，比如

在亲近孩子的同时作出一些不恰当的

举动，令孩子感到意外和恐惧；也有一

些是陌生人，在人少偏僻的地方，或者

公交车等人员密集的场所伸出咸猪手，

对孩子实施过于贴近身体的不良举动

等。

在此次青春健康教育活动中，青

春健康讲师李杏媚、夏瑶瑶、吴雨欣分

别带来各具特色的防止性骚扰知识讲

座。李杏媚以口香糖的游戏开场，在

玩游戏中引出身体接触的边界线以及

性骚扰的概念。接着，她以角色扮演

的方式邀请三组学生表演了性骚扰的

三种情景，最后引导学生们以小组讨论

的方式得出应对性骚扰的方法。

夏瑶瑶以播放视频的方式直观展

示性骚扰的类型，以“头脑风暴”的方式

引出性骚扰的应对方法。

吴雨欣告诉孩子们：“不管发生

什么事情，生命是最重要的，父母是

最值得信赖的。”在现场轻松愉快的

氛 围 中 ，孩 子 们 了 解 到 了 许 多 防 止

性 骚 扰 的 相 关 知 识 ，增 强 了 自 我 保

护能力。

那么，到底如何来定义性骚扰？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科普传播讲师

应美艳介绍，所谓性骚扰，是指一种不

受欢迎或者不被接受的语言或带有性

意识的接触。应美艳表示，从调查和平

时的情况来看，青春期是遭遇性骚扰的

一个脆弱期，因为孩子们还不太懂什么

样的情形下是被性骚扰了。比如，家长

们没有告诉孩子身体的哪些部位是一

定要被保护起来的，孩子就会缺乏这方

面的认知和意识。

“从调查情况看，男孩和女孩一样

同样面临性骚扰问题。”应美艳建议，青

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应该从幼儿园

抓起，先给家长进行性健康教育，然后

再让家长告诉自己的宝宝，身体哪些部

位是不可以被其他人接触的，如果遇到

被骚扰的情况，应该第一时间向家长、

教师寻求帮助。而到了小学之后，希望

学校的课程中设有性健康教育的内容，

总体要坚持适宜、适度、适量的原则，

根据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接受程度，设

置相应的教育课程。教师应鼓励青少

年关注如何抵制网上色情资讯及性骚

扰的方法，积极疏导青少年的心理困

扰。与此同时，建议青少年不要将自

己或家人的私人资料随便透露给他

人。当受到不法侵害时，千万不要感到

自责，更不要低估问题的严重性，要勇

敢地寻求援助。

专家支招 性健康教育宜早不宜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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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对性话题欲说还“羞”，

俨然是社会各层面和许多家庭存在的

实际情况，其结果会导致青少年性教

育缺失，造成医疗卫生和法律问题。

面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正确地

切入性教育的话题，进而有针对性地

解决孩子的困扰，一直是令家长和教

师感到尴尬和头疼的问题。

记者通过采访真切地体会到，性

知识教育真的应当从娃娃抓起，而每

个 年 龄 段 都 有 性 教 育 的 侧 重 点 。 比

如，0 岁-3 岁，教会孩子认识自己的身

体，知道身体各个器官的名称以及对

于性别的认知；3 岁-6 岁，要对孩子进

行注意隐私保护方面的教育，让他们

对不良骚扰学会说“不”，以及让他们

学会拒绝令其感到不舒适的身体接触

或语言骚扰等。到了中小学后，我们

可以培养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教会

他们更多的自我保护方法，理性地处

理男女交往中的矛盾，以及不良性行

为可能造成的恶果等。

儿童的健康成长需要社会、家长

和教师的共同守护。学校要从小进行

防性侵教育，让孩子们具有辨别坏人

的能力；家长要多与孩子沟通，让孩

子遇到伤害主动寻求帮助，有直面困

难的勇气；各相关部门也要对此类犯

罪行为强化打击，从全社会层面为孩

子们营造阳光、和谐、安全的环境，让

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记者手记

家校社携手
共护儿童健康成长

融媒记者 章芳敏

据了解，校园类型的性骚扰行为，

多半是师德不佳的教师借教学之便骚

扰学生，或者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男同

学 对 女 生 在 语 言 和 身 体 上 进 行“ 攻

击”。对此，家长和老师都深感担忧。

一位教育界人士表示，发生在学校的性

骚扰，往往令学生敢怒不敢言，因为无

论是从学生或家长角度上来讲，普遍都

会有爱面子的心理，怕说出来名声不

好，更怕给上学带来负面影响。

有一位教师告诉记者，学生之间言

语上的性侵犯很难有评判，因为学生处

于性知识朦胧期，一些粗俗的语言行为

和忘形的举止实际是性教育不及时所

致，还算不上道德败坏。过多批评、及

早定性对学生日后人生发展会造成比

较严重的影响。这位教师认为，让孩子

适时接受适量的性知识教育，才是解决

问题的关键。

记者了解到，尽管目前我国各中小

学校都在不同程度地开展性知识启蒙教

育，但因受多种因素制约，也是以“羞羞

答答”居多，学生们的疑问还很多，也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家长也要

勇于承担起这个重任，从孩子幼小时就

开始循序渐进地进行此类话题的探讨，

让他们明明白白认识何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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