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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我国农村家庭幼儿性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王海娟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幼儿家庭性教育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前期研究主要围绕城市幼儿家庭和学校性教育，鲜有关于农村家庭幼儿性教育

的研究分析。通过实地观察、访谈，发现农村家庭幼儿性教育存在一些问题：家长教育意识淡薄、教育观念上存在偏差、教育

知识匮乏、缺乏正确的性教育方法等。通过分析其原因，提出解决农村家庭幼儿性教育问题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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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性教育是指在家庭这个背景下对孩子进行

的有关性知识、性道德、性法制和性别角色的教育活

动。我国性教育专家胡萍认为：除了帮助孩子认识

身体的各部位以外，幼儿园不需要通过专门的课程

对孩子进行性教育，０—６岁的性教育涉及的知识还

不是系统的，故应以父母为主。［１］而这一时期在家庭

所接受的有关“性”的培养和教育，无疑地将决定儿

童此后一生有关“性”的种种方面。［２］在我国，农村较

之城市经济文化落后，教育水平较低，在家庭性教育

方面存在着比城市更多的问题。笔者通过实地考察

和访谈，对农村家庭幼儿性教育情况做了一些调研，

通过对发现的问题和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相应

解决建议。

一、农村家庭幼儿性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父母对幼儿性教育意识淡薄

幼儿性教育是向幼儿传授性相关知识的教育活

动，主要包括向幼儿传授幼儿的性生理发育、幼儿的

性心理发育、幼儿的性反应、性别角色、幼儿的性保

护教育、幼儿常见的性传播疾病等方面的知识，目的

是为了养成幼儿性自我保护意识，培养幼儿具备一

定的性自我保护能力。［３］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家长

对性教育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或者用成人的性教

育来理解幼儿的性教育。他们通常认为性教育就是

两性教育或者青春期教育，对幼儿性教育存在严重

误区，阻碍着他们对幼儿进行性教育活动。他们没

受过专门或者系统的性教育培训，仅有的一些性知

识还是零星的从长辈或者自己亲身经验中得知，幼

儿性教育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陌生的事物，更没有

对幼儿进行性教育的意识。例如，女性家长在孩子

面前随便更换卫生巾，孩子误以为这是大型“创可

贴”，肆无忌惮的玩耍和模仿，家长见了没有随机进

行适宜性教育，反而笑而不语，错失了对幼儿进行性

教育的机会。农村由于居住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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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长和孩子不会分开睡，全家人都睡在一间屋子

里，虽然有些家庭住房条件比较优越，但是，受传统

思想观念和做法的影响，没有分屋而居的意识。很

多农村家长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不注重细节性教

育，比如上厕所、洗澡或者换衣服都不会避着孩子。

（二）父母在幼儿性教育观念上存在误区

美国学者认为性教育有两个关键期：一个是３

－５岁的幼儿；一个就是青春期。目前这个观点得

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可。但在我国，农村家长们觉得

孩子太小，什么还都不懂，这些知识似乎也不是他们

这个年龄该懂得的，等长大结婚后自然就会知道。

这是性教育实践中的“无师自通论”的教育观。还有

一些家长认为儿童好奇心和模仿能力强，觉得让孩

子过早接触这些东西容易学坏，还是什么都不让他

们知道的好，知道了反而引发性问题，这就是“诱发

错误论”。

（三）缺乏正确的性教育方法

农村父母对性是一种保守的态度，对幼儿进行

性教育更是难以启齿。对于很多小男孩来说，喜欢

摸生殖器，家长会对其进行呵斥、恐吓，孩子不理解

原因，久而久之会觉得性器官是肮脏龌龊的，形成错

误的性观念。当孩子问起关于生殖器的疑惑时，家

长多半搪塞过去，或者用别名告诉孩子：这是大公

鸡、小鸟，不能乱摸。心理学研究认为３岁左右的孩

子，已处于一个特殊的性心理发展阶段，即“性蕾

期”，这时幼儿开始在朦胧中对异性感兴趣，出现了

性游戏。对于幼儿的性游戏，农村家长会嘲笑或者

严厉制止，如一个孩子趴在另一个孩子身上的“上

床”游戏，父母见到，会大声训斥，严加管教，觉得有

伤风化或者让别人看到有失脸面。如果在电视上看

到男女亲热镜头，大人常会说一些负面评价的话语，

表现出一些过激的行为动作，如害羞等等，或者用手

遮住孩子的眼睛不许孩子看，语言上遮遮掩掩、支支

吾吾，给孩子一种这是不文明行为的心理暗示。

（四）留守儿童的隔代教育影响幼儿的性教育

据统计，中国农村留守儿童人数目前超过了

６０００万，
［４］农村青壮年父母外出打工，把孩子长期

留给爷爷奶奶看管，自身和孩子相处时间少，而幼儿

的性教育不是一时一刻能完成的，它陪伴孩子一生

的成长。据国内外专家的观察研究，人类的性心理

行为并不是在生理成熟后才产生的，而是伴随着整

个生命的过程。［５］而这些留守儿童的主要抚养者就

是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这些老年人性观念保守，

文化水平不高，开展幼儿性教育根本无从谈起。

二、农村家庭幼儿性教育存在问题的

原因

（一）父母和隔代监护人自身文化水平低

首先，大部分农村父母和隔代监护人接受教育

的年限短，文化水平不高，接受和吸收新事物的能力

差、周期长，不懂幼儿性教育的知识和方法，也没有

先进的教育理念，常按照“土办法”对幼儿施教。

其次，我国学校性教育的开展情况一直不乐观，

现代的中国家长很少有人接受过正规系统的性教

育，大部分是在“无师自通”的状态下成长，处于性知

识较贫乏的状态。［６］新中国性教育大致经历了三个

阶段：禁闭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性教育的萌动阶

段 （１９７８－１９８７年）；性教育的发展阶段 （１９８８年

至今）。性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尤其是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性教育事业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挫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

想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才为中国性学以及性教育的发

展带来生机。［７］我国性教育发展的滞后，导致现如今

的农村父母性教育知识匮乏，加之传统观念的束缚

和影响，农村家长对幼儿进行性教育的意识十分

淡薄。

（二）农村经济条件和环境条件有限

首先，经济条件有限。农村的经济来源主要就

是农业，春种秋收，经济收入少且周期长。很多青壮

年父母为了生计，长年外出打工，造成农村一大批留

守儿童，而老人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文化水平低，育

儿理念落后，又由于经济状况差，消费支出单一，把

消费都用在了所谓的“刀刃”上，用于购置图书的支

出很少，缺少接受先进幼儿教育理念的物质环境。

其次，环境条件有限。很多农村家庭居住条件

不理想，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传统的做法就是全家

不分男女老少睡在一起，孩子没有单独的房间，不利

于孩子独立性的养成；农村网络不发达，不能有效地

利用网络资源来获得正确的幼儿性教育知识和方式

方法；农村服务设施差，缺乏书店、图书馆，相关书

刊、杂志、报纸缺少；交通不便捷，快递业务不设点，

无法使用网购等快捷手段来置办书籍。

（三）缺少对幼儿性教育知识的宣传和工作指导

在广大农村，村干部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村里

的经济建设上，以提高村里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为主

要目标，较少关心幼儿教育。加上传统观念较为浓

重，导致农村幼儿性教育宣传工作得不到重视，即便

是村里的妇联主任自身也没有很好的幼儿性教育知

识，她们日常的工作对象主要是成人群体，主要从事

的是计划生育的相关工作，没有对家长宣传幼儿性

教育的意识。性观念的更新和性教育知识的拥有需

要科学的指导，目前农村这方面的工作还较少有专

业人员问津，宣传指导工作十分缺乏。

三、解决农村家庭幼儿性教育存在问题

的建议

（一）提高父母关于幼儿的性教育知识

性教育主要包括性生理、性心理和性道德教育。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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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林孟平博士明确指出：“总的来说，性教育

不是教孩子们性交，而是一种人性的教育、性格教育

和人际关系教育。”［８］性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让幼儿

知道这是生物的一种性现象，尊重它并以适当的方

式表达它；知道男女有别的原因；养成正确的生活

卫生习惯；知道性的重要性；性别角色的学习及根

据时代意义进行合理调试；提高性自我意识。［９］家

庭性教育并非单纯的性生理过程的介绍，其最终目

标是让幼儿树立正确的性价值观。［１０］普及农村父母

关于幼儿性教育的知识，使他们知道幼儿性教育的

涵义、目标、内容、必要性和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宣传

正确的性教育的方法途径，扩大知识面，积极构建家

长幼儿性教育的知识结构，摒弃错误的性观念，这样

有助于澄清家长对幼儿性教育的误区，继而有效地

开展幼儿性教育。村委会干部和妇联主任要担当起

责任，定期向家长普及科学的幼儿性教育知识，发放

相关杂志、刊物让家长自学，运用环境熏陶法，积极

营造幼儿性教育的精神环境和物质环境。另外，应

把隔代监护人作为重点培训对象，由于这部分群体

识字阅读能力不强，应该用口头的方式向他们传授

幼儿性教育知识，并组织城镇里幼儿教育专业人员

莅临指导，宣传科学育儿知识。

（二）宣传正确的性教育方法

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性问题采取回避、搪塞甚至

错误的回应，都可能使孩子产生错误的性概念。而

婴幼儿时期种下的错误性观念，有可能导致长大以

后产生性功能障碍、性变态等问题，有可能毁掉一

个人一生的正常性生活。［１０］当前，急需专业科技人

员通过多种渠道向农村家长宣传指导传授正确的幼

儿性教育方法。要使家长们懂得，正确的性教育方

法不是呵斥或者避而不谈，应心平气和地告诉幼儿

什么事情不该做，并用简单易懂的话语解释原因。

可以抓住生活中的契机，把性教育渗透到日常生活

中去。如看电视时遇到男女亲热的镜头，应自然地

告诉孩子这是成人表达爱的一种方式，让幼儿知道

异性的爱情是一种正当、美好的感情，正确引导幼儿

情感的发展。孩子模仿大人使用卫生巾时，告诉女

孩子长大了身体发育到一定程度才可以使用，男孩

子不可以使用这个东西，因为男孩子和女孩子的身

体结构是不一样的。对孩子要耐心解释原因，用词

恰当，孩子有问家长必答。农村自然资源丰富，动物

也很多，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比如动物雌雄识别、

家畜配种、孕育、植物的生长等，让幼儿体会男女有

别和生命的神奇、伟大。目前已经出版的一些幼儿

性教育读物图文并茂，孩子看起来简单易懂，有助于

解决家长难以启齿和说不清楚的问题，可积极向家

长们推荐。

（三）改善居住条件，注意生活细节

美国学者莱曼女士强调：“要坚定地不让孩子和

父母同睡一张床，只有这样，才能使孩子明白自己在

家庭中的地位，才能防止他们胡思乱想和随之而来

的烦恼。”［１１］改善一下房间布局，给孩子准备一张

床，这样有助于孩子独立性的养成，避免一些问题的

发生。家长应尽量和孩子分屋而居，让孩子懂得自

己在家中的地位和自由，保护自己的身体。培养孩

子厕所礼节，上厕所要关门。农村厕所条件差，大人

应该让幼儿知道上厕所时要询问有没有人在厕所，

没有人时方可进入。大人平时换衣服时应注意隐

蔽，或者告诉幼儿父母要换衣服了，教育幼儿别人换

衣服时不能看，这是个人隐私，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如此等等，这些都是潜移默化的对幼儿进行性教育。

总之，目前我国农村家庭幼儿性教育工作开展

得还十分滞后，而一些问题的产生均与此相关。比

如，留守儿童遭受性侵案件时有发生，对被侵害幼儿

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原因之一就是幼儿缺乏

自我保护意识。因此，我们必须对幼儿家庭特别是

农村幼儿家庭性教育问题引起高度重视，积极采取

更多的方法措施予以解决，以保证祖国下一代的健

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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