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YDB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家校之间

在讨论性别教育的话题之前，我们不

妨先做一个小测试：小明的父亲开了一家

杂货店。一天，小明从父亲的杂货店出来

后被一辆迎面开来的车撞倒，他被送到了

医院的急诊室。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忽

然发现，手术台上躺的竟是自己的儿子。

请问小明与外科医生之间是什么关系？

如果你不能确定地给出答案，很可能就是

受到一种“常识”的影响，认为“外科医生

一般都是男性”，其实这就是一种基于职

业的性别刻板印象，它匿迹于日常生活的

角角落落，并对我们的思维和判断产生影

响，甚至造成性别偏见。

3月7日，一场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

“吐槽大会”在四川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

会性别平等试点学校——成都市石室初

中青龙校区拉开帷幕，这是成都市成华区

妇联与四川省青少年性教育普及基地合

作的性别平等项目中一项活动。孩子们

用童真又犀利的吐槽直击性别不平等的

社会痛点，向老师和家长讲述了他们观察

到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生动而不失深度地

批判了社会上的性别刻板印象。

“就拿爱好方面来说吧，男生喜欢粉

色会被说娘；男生想当芭蕾舞教练会被说

娘；男生喜欢初音未来还是会被说娘。但

如果是女生喜欢黑色，那就是帅气；女生

喜欢打游戏，是爱好广泛；要是女生喜欢

数理化，那就是下一个居里夫人，这就是

差距！”活动现场，谈及男孩在性别上承受

的偏见，两个男生一唱一和地对比着人们

对男女生的差别待遇，形式活泼又发人深

省。女孩们也提出了她们的疑问，“50岁

女明星素颜像大妈，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50 岁男明星素颜像大爷，为什么这个世

界对女性的关注点永远都在外貌上？”这

位女生的吐槽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并在

呼唤反思与改变，场下的老师和家长频频

点头称赞。“女人要温柔？不对，是人要温

柔；男人要坚强？不对，是人要坚强。女

人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不对，是人如何

平衡家庭与事业。”最后，一位学生掷地有

声地引出珀莱雅与《中国妇女报》的联合

倡议，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弱化性别刻板

印象，对性别歧视say no！

活动过后，石室初中大队辅导员李月

表示：“孩子们用最童真、最幽默、最犀利、

最富有生机的吐槽，揭示出了生活中、社

会上的性别歧视现象。又用真实、感动、

有深度的观点呼唤平等，呼唤我们回归到

人的本身。”

带着这种触动和启发，学校领导及全

体班主任、教研组长接着参加了由四川省

青少年性教育普及基地主任、成都大学心

理学教授苟萍老师主持的性别平等参与

式培训，培训形式多样，有性别畅想、

选边站队、头脑风暴等，通过一系列活

动帮助老师们认识并打破性别刻板印

象，树立起“不用生理性别去限制学生

的兴趣和发展方向”的教育理念。培训

过程中，许多老师感触颇深，谈及自身

经历时眼含泪光，即使观念的改变、教

育的普及依旧长路漫漫，但至少已经有

了一个好的尝试和开始。

让性教育进课堂的同时，性别教育要跟上——

消除性别偏消除性别偏见见
不为成长设限不为成长设限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成都画院专职画家高晓笛
建议：“将性教育专业纳入教育学本专科目录，设立性教育师
资专项培训经费，让性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她建议，组织专家
尽快出台《中国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让性教育进课堂有纲
可循。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长开始重视孩子的性教育。
然而，性教育并非只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青春期教育”“防性侵
教育”，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
纲要》，性教育包括身体权利、性别平等、人际关系、健康、福
祉、尊严等等。在性教育进课堂的同时，性别教育还远远没有
跟上。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性的事情好解决，
但性别就没那么容易了。”全面的性教育亦是如此，性科学教
育和基于社会性别的性教育是亟须同时进行的一体两面。

■ 实习生 马晓冰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

成都画院专职画家高晓笛建议

让性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学校

和家庭如何对孩子开展性教育

又成为了广大家长和教育工作

者热议的话题。

其实，上世纪90年代起，学

校“性教育”就已经融入国家和

政府颁布的多项条例、纲要和

标准中。社会和家庭对于性的

态度也越发开明。人们对性保

护的关注、性知识的普及、性关

系的认知，也呈现更科学、更明

朗之势。

去年“六一”，性教育首次

入“法”，这是中国性教育进程

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刻。最

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明确指出，“学校、幼

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

其年龄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

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

保护意识和能力。”性教育的正

当性和必要性上升到法律高

度，性教育进课堂也已有法可

依。

学 校 性 教 育 的 推 行 ，让

“性”不再是禁忌，而是和语文、

数学一样正常、合理的科学知

识，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和人

格养成都有着重要作用。应

教、应学，性教育却为何迟迟未

全面进校园？

内容片面，是目前性教育

中的突出问题。这种片面表现

在，教育中对性知识的侧重以

及对性关系、性别认知教育的

忽视与缺失。为什么粉色代表

女孩，蓝色代表男孩？为什么

俗话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

袄，儿子是家里的擎天柱”，

而非相反？为什么女孩应该留

长发，男生应该留短发？……

人们对生活中的性别规范习以

为常，缺乏对规范中刻板印象

的反思与探讨，性别教育的缺

失导致偏见的固化，对孩子发

展的限制也在潜移默化中产

生。

因教育者认识不足，导致

的因“性”施教成为当前性教育

中的硬伤。2019 年，成都一小

学开设男女专属课的新闻冲上

热搜，为了“纠正”男孩女孩的

“性别错位”，该小学为二年级

的学生开设了教女孩织毛衣，

教男孩装汽车、造火箭的专属

课程。精心设计的性别类型教

育却反遭诟病，原因在于该学

校落入了性别定型的陷阱，将

生理性别类型化而非平等化，

强调孩子男女有别，而非有教

无类。

除此之外，目前，学校开展

性教育的“三缺”也是硬伤。缺

教材，缺乏标准化课程和高质

量教材；缺人才，优质师资短缺

的问题尚未解决；缺课时，缺失

符合中国国情的、系统的课程

设计。这些问题不解决，学校

性教育的推行只能是纸上谈

兵。

解决性教育开展难的问题

不是读一本书、听一次讲座、看

一次视频就可以解决的。对适

龄青少年普及性教育，已逐渐成

为社会共识，而当务之急是如何

进行科学的、专业的、系统化的

性教育。

一方面，学校要起主导

作用，承担起启蒙和引导学

生的责任和义务，正如全国

政协委员高晓笛指出的，要

对教育行政及学校领导进行

科 学 系 统 的 性 教 育 专 题 培

训，将性教育的各个主题融

入学科，编写进地方教材 ，

以 及 培 养 和 培 训 能 胜 任 系

统、科学性教育的师资。

另一方面，性教育是一项

长期的工作，需要统筹协调各

方力量，机构、家庭、社会教育

同样不可或缺。性教育工作机

构与学校应紧密合作，帮助学

校提升教师的相关知识。家长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应不

避讳、勤关注、多帮助，积极参

与到对孩子的性教育中。社会

各界也应致力于完善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体系，净化网络环境，

提高社会治安水平，加强未成

年人性保护，促进青少年健康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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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榜样的影子”，无论在

家庭中还是学校里，怀有性别偏见

的教育者不免会在不知不觉中把自

己的社会性别刻板印象施加给孩

子，影响他们的成长体验与观念形

成。苟萍说，“特别是作为一个心理

老师或者心理咨询师，如果缺乏性

别平等的观念，在工作中是会产生

很大问题的。”

苟萍举例说，曾有一名心理老

师在课堂上问学生：一个女孩如果

长得五大三粗，大家会觉得美吗？

而假如恰好班级中有个女孩长得块

头大一些，老师对她的这种评判势

必会加重她的外貌焦虑，很不利于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还有在心理咨

询的过程中，如果咨询师本人就带

有性别刻板印象的话，也极有可能

会带给来访者一些误导。“一个在观

念中将男女性别标签化的老师，是

很难不把孩子向格式化的方向培养

的。所以教育者认识上的不足是亟

需警惕和反思的。”

石室初中副校长王涛也表示：

“作为教育工作者，就不应有性别偏

见，要秉持性别平等的态度去对待每

一个孩子，这样在平时上课时、和孩

子交流时，所流露的思想才会潜移默

化地影响到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

女孩，我们都要尊重他们、欣赏他们，

并引导他们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尊

重自己的内心，从而欣赏自己。”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心理健康

教研员钟晓玲对此非常赞同，她表

示：“校园生活更多是集体活动，作为

老师，要重视引导孩子们相互尊重，

有差异之别但没有高低之分，这样才

能够建立一种和而不同的良好风

气。”

在孩子的性别认知、性别教育

中，家长同样不能缺位。有的家长会

在孩子较年幼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喜

好打扮孩子，尤其是把小男孩打扮成

小女孩的样子，或者给小女孩剃光

头，针对这种现象，新疆库尔勒市上

户镇中心幼儿园园长李红莲表示：

“家长觉得无所谓的做法，却很可能

给孩子带来性别上的困惑，他会很难

正确认识自己的生理性别，在与同龄

人相处中也更容易遭到孤立。”

一方面，家长应教给孩子基本的

性别规范，教会他们尊重与自爱，能

够与群体相处；另一方面，家长也要

尊重孩子的特质，包容他们的个性发

展。就如家长马先生所说，应当在保

护孩子安全的前提下，充分给予孩子

自由选择的权力，不管是爱好、穿着

还是与异性的交往方面，要给予孩子

尝试的机会并培育他们独立评估的

能力。“越是限制孩子，越会适得其

反。家长应当在平等的对话中划定

底线、给予建议，更多地去相信孩子，

由孩子自己做决定。”

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书中，

思琪曾这样问妈妈：“我们的家教好

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而妈

妈告诉她，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

人，而思琪不需要。即便是在今天，

父母在性教育上的缺席和避讳仍不

少见，更不用提关注孩子的性别教育

了，而孩子可能会面临的困惑和危险

并不会一同缺席。当孩子遭遇语言

或行为上的性别暴力时，家长和老师

能否获知，又该如何提供帮助，防患

于未然？这是对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而言至关重要的命题。

苟萍指出了观念上的一个很大

的误区：一些家长和教师会认为女孩

需要保护，而男孩不会吃亏。似乎男

性的性别就是最好的护身符，但事实

上这也是一种性别偏见，甚至会给针

对男孩的性侵害行为可乘之机。需

要明确的是，所有的青少年都有接受

性教育的权力和必要性。

那么，家长应如何对孩子进行性

教育，适时给孩子提供帮助？苟萍建

议，在家庭中，父母的言传身教会对

孩子有很大的影响，父母双方的角色

分工会影响到孩子对性别角色、家庭

责任的认知。父母在家庭生活中共

同决策、共同承担，爸爸妈妈都做家

务，也都可以拿主意，孩子就不会感

到性别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此外，家

长也应构建一个包容、开放的家庭氛

围，可以与孩子开明地讨论性话题，

这样才能更好、更及时地了解孩子的

情况，并在孩子需要的时候给孩子提

供指导与帮助。否则当孩子遇到性

侵犯等危险，却不敢告诉家长，很可

能受到更大的伤害。

在学校性教育课堂教学方面，苟

萍指出，要重视“参与式”教学，这要

求老师在活动中引导孩子思考和发

现，不能照本宣科，要在讨论中让孩

子们实现观念的碰撞。对于“性安

全”的教学不仅是知识普及，更重要

的是技能训练，要给孩子建立情境，

以角色扮演的

方 式 反 复 演

练。例如，对

低 年 级 的 孩

子，情境可能

是一个叔叔说

给你买了新裙

子，要让你脱

光衣服帮你换上，这时候应该这么

做……对初高中的孩子，也需要进行

演练，比如在一段恋爱关系里面，应

该如何拒绝对方提出的非意愿性要

求。这些学习不仅是不应避讳的，而

且是很必要的。

为了更好地帮助家长科学开展

性教育，四川省青少年性教育普及基

地通过微信公众号“爱的指南针”，为

家长们推荐了一些读物，比如适合家

长和孩子一起阅读的绘本《小威向前

冲》、《性别常识互动游戏书》、《乳房

的故事》，以及指导家长开展家庭性

教育的《如何和孩子谈性》等。系统

的性教育不能缺课，孩子的性别教育

家长更不能缺席，从观念开始，实践

的每一小步都是进步。

弱化性别刻板印象
对性别偏见Say No

育人必先育己，不应因“性”施教

科学施教，守护孩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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