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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教育视角下中国幼儿园性教育实践的困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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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面性教育是基于课程ꎬ探讨性的认知、情感、身体和社会层面意义的教学过程ꎬ可以使儿童青少年具备一定的

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ꎬ从而确保其健康、福祉和尊严ꎮ ３ ~ ６ 岁是儿童性发展的重要阶段ꎬ幼儿园是儿童接受性教育的

重要场所ꎮ 本文以全面性教育视角对中国幼儿园性教育实践进行分析ꎬ发现其存在以下困境:支持幼儿园性教育实践的政

策不全面ꎻ幼儿园性教育缺少教学纲要或指南ꎻ幼儿园性教育师资不足ꎻ幼儿园性教育缺乏必要的家庭支持ꎮ 基于现有困

境和挑战ꎬ研究从完善性教育政策、制定本土化性教育纲要或指南、开展性教育师资培训、加强性教育宣传 ４ 个方面提出促

进幼儿园性教育发展的建议与展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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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性教育 (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ＣＳＥ)是一个基于课程ꎬ探讨性的认知、情感、身体和社

会层面意义的教学过程[１] ꎬ覆盖了儿童青少年需要了

解的与性有关的全部话题ꎬ能够帮助儿童青少年更好

地保护自己ꎬ防止非意愿妊娠ꎬ预防包括艾滋病病毒

在内的性传播感染ꎬ还能提升沟通、协商、拒绝、独立

思考、寻求帮助等生活技能ꎮ 同时ꎬＣＳＥ 包括培养学

生平等、尊重、包容、多元的性态度ꎬ传递民主、自由、
公正和无歧视的价值观[２] ꎮ

３ ~ ６ 岁是儿童性发展的重要阶段ꎮ 研究发现ꎬ这
一时期的儿童可能会询问关于性的问题、触摸自己的

生殖器官、向同伴展示生殖器官、参与性别类型相关

的游戏、扮演爸爸妈妈(拥抱或亲吻) [３－９] ꎮ 该时期所

接受的 ＣＳＥ 会促进儿童的性自认、性别自我表现、性
别角色行为、动情反应以及今后性目标选择[１０] ꎬ还可

以满足儿童认知发展需要ꎬ有利于儿童健全人格的成

长ꎬ能够保障个体未来性心理健康和生活幸福的需

要[１１] ꎮ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ꎬ儿童受所处的微观、中观、宏

观环境的影响[１２] ꎮ 随着儿童不断成长ꎬ活动范围不断

扩展ꎬ幼儿园、学校和同伴关系不断纳入到儿童的微

系统中ꎮ 对学前及学龄儿童来说ꎬ学校是除家庭以外

对其影响最大的微系统[１２] ꎮ 学龄前儿童所在的微系

统主要是幼儿园和家庭ꎬ幼儿园性教育的内容和质量

影响着儿童性发展和性健康ꎮ

６０９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第 ４３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ꎬＶｏｌ.４３ꎬＮｏ.１２



１　 中国幼儿园性教育实践困境

１.１　 支持幼儿园性教育实践的政策不全面　 我国高

度重视学校性教育ꎬ学校性教育政策覆盖了学前教育

阶段、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

段[１３] ꎮ 我国已出台相关法律政策支持学前儿童性教

育ꎮ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和«３ ~ ６ 岁儿童

学习与发展指南»均明确儿童要“具备基本的安全知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的教育目标[１４－１５] ꎬ并就卫生习惯、
社会性交往、情绪发展等与儿童性教育息息相关的内

容作出教育建议和规定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

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ꎬ是我国第一部纳入幼儿园

这一学段的性教育相关的政策文件ꎮ 意见提出在教

育中要适当增加反欺凌、反暴力、反恐怖行为、防范针

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等内容[１６] ꎬ这些内容都与性教育

高度相关ꎮ 教育部 ２０１８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 [１７] 沿

用了该文件中中小学及幼儿园的学段设置ꎮ ２０２０ 年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明确“学

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

育ꎬ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 [１８] 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 ( 草

案)»征求意见稿[１９] 中“卫生保健” “安全保障” “教师

从业禁止”“机构责任”“人员责任”等章节均体现了保

护儿童免受性侵害的价值追求ꎮ ２０２１ 年国务院办公

厅出台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将性

教育提升到新的政策高度ꎬ其在“儿童与健康”部分明

确提出“适龄儿童普遍接受性教育ꎬ儿童性健康服务

可及性明显提高”的目标ꎬ同时就“为儿童提供性教育

和性健康服务”提出相应的策略措施ꎬ如“引导儿童树

立正确的性别观念和道德观念ꎬ正确认识两性关系”
“将性教育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和质量监测体系ꎬ增强

教育效果”“加强防范性侵害教育ꎬ提高儿童自我保护

意识和能力” [２０] ꎮ
由以上政策可见ꎬ我国从政策层面肯定了儿童性

教育对提升儿童健康、福祉与尊严的独特价值ꎬ也明

确提出幼儿园在开展性教育方面的责任与义务ꎮ 但

从政策中也能看出我国幼儿园性教育仍偏重预防性

侵害ꎬ与当下社会热点事件和相关政策定位有关ꎮ 近

年来儿童性侵害恶性事件时有发生ꎬ儿童的身心健康

受到极大威胁ꎮ 我国的法律政策强调将“性教育”作

为保护儿童免受性侵害的有力手段ꎮ 但事实上“性教

育”不等同于“防性侵教育”ꎬ如果只讲防性侵可能会

造成儿童对性的紧张、恐惧、厌恶ꎬ不利于形成对性的

完整认知ꎬ也会进一步加重社会对性的污名化[２１] ꎮ 幼

儿园需要的性教育不仅是预防性侵害的教育ꎬ还包括

积极态度和价值观的 ＣＳＥꎮ
１.２　 幼儿园性教育缺少指导纲要或指南　 长期以来ꎬ
我国性教育内容在健康教育中有迹可循ꎬ但并没有单

独的性教育指导纲要或指南ꎮ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强调把促进儿童的健康放在教育工作的首

位[２２] ꎮ «３ ~ ６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在健康领域的

“生活习惯与生活能力”的目标中提到“具有良好的生

活与卫生习惯” “具备基本的安全知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ꎬ规定了幼儿性教育内容中卫生清洁和自我保护

的目标ꎬ将幼儿性教育纳入健康教育[１５] ꎮ 两者均提倡

以丰富儿童健康知识、改善健康态度、培养健康行为ꎬ
最终提高儿童健康水平为目的进行系统的教育活动ꎮ

虽然两者均提倡健康教育ꎬ并涉及性教育有关的

内容ꎬ但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效果来看ꎬ健康教育和性

教育内容与效果并不等同ꎮ 由于缺少明确的性教育

指导纲要或指南ꎬ幼儿园性教育的实施面临着内容设

置不合理、目标不明晰、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等问题ꎮ
王燕[２３]研究发现ꎬ幼儿教师对性教育内容的选择多为

性别角色、生理知识ꎬ将性教育内涵片面化ꎮ 王良

玉[２４]研究发现ꎬ幼儿园中生命起源、生殖器官与性保

护的教育较多ꎬ而性心理教育存在不足ꎮ 林颖等[２５－２６]

研究发现ꎬ绝大多数教师关注的是认识身体器官、生
命起源等性生理教育ꎬ但忽视性别角色、人际关系等

涉及性心理和性道德方面的教育ꎮ 黄俊官等[２７] 提到ꎬ
多数幼儿教师只教育孩子性别生理层面的差异ꎬ而忽

略性别观念的教育ꎮ
１.３　 幼儿性教育缺乏专业师资　 幼儿园性教育的实

施主体是幼儿教师ꎬ幼儿教师的性教育专业知识和技

能对儿童性教育实施具有重要影响ꎮ 但我国目前普

遍存在幼儿园性教育专业教师匮缺和教学技能薄弱

的问题[２８] ꎮ
从幼儿教师培养体系来看ꎬ现有学前教育专业培

养体系中鲜见专业的儿童性教育课程ꎬ相关内容往往

散见于学前卫生学、心理学等课程ꎬ且相关知识和技

能在实际教学中所占比例很小ꎬ学前教育师范生不能

系统学习儿童性发展和性教育相关知识和技能ꎬ缺乏

性教育的专业素养[２９] ꎮ 就在职教师而言ꎬ由于缺乏接

受系统性教育培训的机会ꎬ不明确儿童性教育的内容

和方法[３０] ꎬ所以大部分幼儿教师在性教育实践中存在

性教育观念落后、性教育目标定位不明确、性教育内

容选择不恰当等问题[３１] ꎮ 周陆雅等[２８] 调查发现ꎬ乡
村教师普遍存在性教育观念落后、对性教育内容把握

不全面的问题ꎮ 朱静等[３２]的研究发现ꎬ幼儿教师自身

对性知识知之甚少ꎬ不知道如何回答孩子提出的“性

问题”ꎮ 王燕[２３]发现ꎬ幼儿教师不仅对性教育内涵把

握片面化ꎬ而且采用的性教育方式较为单一ꎮ 综上ꎬ
幼儿园性教育师资不足、专业素养不足是我国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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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实践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困境ꎮ
１.４　 幼儿园性教育缺乏必要的家庭支持　 «幼儿园教

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

伙伴”ꎬ强调并明确了家庭对幼儿园教育的意义[３３] ꎮ
现代教育生态研究者认为ꎬ家庭是儿童最自然的生态

环境ꎬ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的照顾与支持[３４] ꎮ 幼儿

园性教育的实践需要外部环境尤其是家庭的支持ꎮ
幼儿园通过与家庭的双向互动ꎬ合作共育ꎬ才能保持

性教育效果的一致性ꎬ共同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发

展[３５] ꎮ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ꎬ很多父母对性教育存在观念

上的误区ꎬ忽视儿童性教育的重要性ꎬ缺乏必要的儿

童性知识准备和沟通技巧[３６] ꎮ 徐泽辉等[３７] 调查显

示ꎬ８７％的父母认为性教育的目的是正确处理两性关

系ꎬ８５％认为是为防止性侵害ꎮ 叶青青等[３８] 的调查显

示ꎬ父母对幼儿性教育的观念更多涉及性生理、性卫

生、性保护ꎬ而没有明确意识到人际交往、性别平等、
性别角色认同教育的重要性ꎮ 父母对儿童性教育的

态度不科学、认知不全面、自身知识和技能的匮乏使

得父母不能很好掌握性教育尺度ꎬ阻碍父母参与幼儿

园性教育实践ꎮ

２　 建议与展望

幼儿园性教育需要全社会的努力ꎮ “理想的性教

育应由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共同负起责任ꎬ任何一

方面单独来做都是不能克尽全功的” [３９] ꎮ
２.１　 建立更加全面、完善的性教育政策体系　 目前我

国存在涵盖幼儿园这一学段的性教育政策数量不足ꎬ
针对幼儿园性教育内容规定不全面的问题ꎮ 虽然已

有的法律、政策体现出积极倡导幼儿园开展性教育的

价值追求ꎬ但已有的政策更多强调“预防性侵害”的内

容ꎬＣＳＥ 的价值理念体现不足ꎮ 同时缺乏明确规定幼

儿园性教育内容、目的和原则等方面的政策ꎮ 未来我

国应在现有法律政策的基础上ꎬ结合幼儿园性教育实

践需求ꎬ积极倡导 ＣＳＥ 理念ꎬ出台更加有针对性、全面

的政策ꎬ推动性教育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ꎮ
２.２　 借鉴国际经验ꎬ构建本土化全面性教育纲要或指

南　 幼儿园性教育实践需要 ＣＳＥ 纲要或指南ꎮ ２０１０
年世界卫生组织驻欧洲办事处与德国联邦健康教育

中心联合发布的«欧洲性教育标准»在 ＣＳＥ 理念的指

引下ꎬ从知识、技能、态度三个方面制定了 ０ ~ ３、４ ~ ６
岁婴幼儿期的性教育内容ꎬ全面详尽地提供了学前儿

童应接受的性教育内容ꎬ如身体器官、性别认同、人际

交往、社会规范、情绪调节等ꎬ对我国幼儿园性教育的

实施与改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４０] ꎮ 未来我国可以合

理结合运用国际和本土化经验ꎬ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

的幼儿园性教育纲要或指南[４１] ꎮ

２.３　 着力培养专业师资ꎬ加强实施主力建设　 改善幼

儿园性教育实施现状需要加强实施主力建设ꎬ弥补当

前幼儿教师数量不足、专业能力欠缺的情况ꎮ 一方

面ꎬ国家应逐步建立性教育教师培养策略ꎬ鼓励各级

各类师范院校将儿童性发展和性教育课纳入幼教和

师范教育的必修课程ꎮ 另一方面ꎬ幼儿园应为教师提

供性教育培训课程以加强对教师的性教育培训ꎬ提高

教师专业水平[４２] ꎮ
２.４　 加强宣传ꎬ筑牢幼儿园性教育课程实施的家庭保

障　 父母对性教育的科学态度和知识是幼儿园性教

育开展的重要保障ꎮ 各级政府教育部门可以利用新

媒体的传播作用ꎬ通过建立官方教育网站等方式ꎬ广
泛宣传性教育的重要性ꎬ也可以通过举办社区性教育

推广活动鼓励父母参与各类性教育讲座[４３] ꎬ进而为幼

儿园性教育的实施筑牢家庭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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