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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与管理

儿童防性侵教育的社会工作介入
!!!以西安市某小学为例

刘娟娟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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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分析儿童防性侵教育的基础上$梳理相关的文献'国家法律政策$依托社会工作机构*防性侵从娃娃抓起+项目$调

查西安市某小学预防性侵教育的现状$探讨儿童防性侵教育的影响因素$为儿童防性侵教育的实施作出进一步探索&结合学

校'家长'教师学生的特点$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价值观$提高儿童对性的认识以及性防备意识$帮助儿童建立健康的心

理$促进儿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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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儿童性侵案件的发生呈上升趋势$儿童

性侵犯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热点问题&儿童期是

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性意识和性保护能力都比较

薄弱$因而对于儿童期的孩子进行性教育已经迫在

眉睫&

一"问题的提出

就
!"#A

年媒体报道的相关数据来看$儿童性侵

"

#&

岁以下#案件达
%A$

起$受害人
F"F

人$而且$在

这些数据中女童人数为
C&$

人$占比
G"e&%d

$男童

人数为
C$

人$占比
GeCAd

!受害者年龄最小的仅仅

为
#

岁$

A

岁
"

#!

岁占比最高$为
%!e$&d

!有

&GeGFd

受访城市儿童和受访农村儿童未接受过防

性侵教育$其中$

&$eA&d

城市儿童'

C!eF&d

农村儿

童希望通过学校接受相关教育$家长也可以通过网

络'画册等方式教授儿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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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刘娟娟%儿童防性侵教育的社会工作介入

目前$我国
#&

岁以下儿童性侵教育普遍缺失$

学校和家庭在提高儿童防性侵意识方面的工作有所

缺位&*性+一词在我国家许多人对其是避而不谈$

认为有伤风化$或者说比较含蓄&我国农村的性教

育并未普及$家长'教师都缺乏相关知识技能$加强

立法$增强幼儿父母相关知识$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

和原则是非常必要的,

!

-

&近年来$有关未成年人遭

受性侵的案件时有发生$所以让儿童学会辨识性侵

犯'在遭遇性侵犯时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更好的预防

性侵犯显得尤为重要&

总的来说$儿童防性侵教育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女童遭遇侵害占比较高$男童占比也不容

忽视&因为男童受到侵害具有隐蔽性$所以$男童侵

害的现状不容忽视$相关法律也存在不完善的方面&

在性侵的侵害者中$男性为绝大多数$女性占少部

分$而同性性侵的情况也存在&

第二$儿童防性侵意识普遍不足&调查发现$少

部分儿童*很害怕但不敢决绝+$绝大多数的儿童会

进行反抗&但是$当他们面对熟人'老师或者邻居之

类的人$就会选择相信他们$无论他们做什么都是正

确的$也不会进行反抗&

第三$家长教育的缺位&家长是儿童的启蒙老

师$应该担负起教育儿童的责任$儿童由于其自身的

生理因素$各方面都还不成熟$需要家长们正确的指

引&*性+一词在我国来说$一直都是比较含蓄的$害

怕儿童过早的接触$家长们闭口不谈$所以$就给一

些人有了可乘之机&

第四$学校教育形式单一&学校仅仅通过老师

的口授告诉儿童们怎样保护自己$教育形式的单一$

也不会对遭受性侵的儿童进行心理疏导&

儿童防性侵问题的出现不仅与儿童自身安全意

识薄弱有关$而且与监护人员'教职人员及相关法律

也有关系,

%

-

$这都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促进儿

童健康成长&

二"社会工作介入儿童防性侵教育必要

性分析

社会工作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知识$改善服务对

象生活$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发展$对此$国家从宏观

层面对儿童防性侵教育做出了相应的要求&另一方

面$儿童防性侵教育缺位$家庭'学校以及社会都有

责任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再次$社会工作应

运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在保护儿童方面有所贡献&

#一$政府要求社会工作在儿童保护方面有所

作为

政府在我国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应积极发挥

政府的重要作用$就相关文件来说共有以下几点%

第一$就社会工作者来说&社会工作者作为一

股新型力量$必须发挥其自身的优势$协助开展儿童

的家访活动$对家庭困难的儿童定期进行调查评估$

作为社会工作者必须加强与学校'家长之间的沟通$

协助他们做好保护儿童的工作&

第二$就家长来说&社会工作者应指导'协助家

长们了解并掌握孩子的情况$关注孩子的身心发展

状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与此同时$家长也必须掌

握必要的防性侵知识&

第三$就儿童保护相关部门来说&各地相关部

门都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定期排查周边的各类隐患$

对学生和老师重点检查他们是否有异常$抓好各类

隐患排查工作!各个地方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积

极采取各项措施$坚决杜绝青少年儿童性侵案件的

发生$做好儿童防性侵教育工作&

#二$社会工作介入儿童防性侵教育应用研究较

为成熟

小组工作是一种在面对面的小组内以及通过此

小组为个人提供服务的方法$它以科学的方法$助人

自助的理念$帮助案主走出困境$以使在参与过程中

促进预期的变迁,

&

-

&它的目的在于帮助小组成员解

决现阶段遇到的困境$适合社会的发展$发挥儿童的

潜在能力&

第一$就社会工作角度研究儿童防性侵教育来

说$国内许多学者都做了研究$包括个案社会工作'

小组社会工作以及社区社会工作$通过社会工作方

法介入儿童防性侵教育$深入分析社会工作在保护

儿童方面的作用&

第二$有些研究以小组社会工作为指导$运用社

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方法来提升儿童性安全认知水

平&通过小组工作方法的介入$服务对象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了性安全认知不足的问题!也有的从社会

工作的专业出发$从儿童性侵干预立场'干预策略等

方面阐述了社会工作对于儿童防性侵的重要性&

通过以上对于社会工作介入儿童防性侵教育的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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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来看$无论是个案社会工作还是小组社会工作

都对儿童防性侵教育有一定的提升作用$社会工作

方法的介入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小组工作实务分析

基于小组社会工作的方法和理念$此次小组组

员共有
#C

人$活动分五次$每周进行一次$调查研究

儿童性侵'儿童防性侵教育现状及起因$探索社会工

作介入儿童防性侵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A

年
##

月$长安新星儿童成长援助中心*防

性侵从娃娃抓起+项目正式开启&笔者跟随该中心

一同前往西安市长安区杨庄库峪口小学进行小组工

作前测问卷调查&通过调查问卷可以了解学生的自

我安全知识水平$并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对

授课内容进行调整$提高小组工作介入儿童防性侵

教育的效率&

长安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坚持*自愿受助$无偿

救助$主动求助+的原则$建立了*政府主导'民政牵

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

机构的服务对象为长安辖区内或流经长安区的未成

年人$他们常通过公安护送'市民指引或由本中心的

外展工作小组带回中心&社工从心理疏导'行为引

导'文化教育和成长规划以及融入主流社会等方面

对儿童提供援助和帮助&

根据前期的评估来看$儿童的防性侵意识还比

较薄弱$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对儿童的防性侵的教育

缺失$家长对儿童防性侵教育也不够重视$所以$做

好儿童的防性侵教育工作$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家

长也应树立责任意识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一$前期准备

在主题的选择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前期调查

发现儿童在自我保护知识方面比较欠缺$儿童比较

倾向于游戏'画画等方式进行互动$所以$社会工作

者运用小组社会工作$让儿童学会辨识性侵犯'在遭

遇性侵犯时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更好的预防性侵犯$

探索社会工作介入儿童防性侵教育的可行性&

在对象的筛选方面$对于组员的筛选$坚持自愿

原则和保密原则$对自愿参加小组活动的儿童发放

问卷$当场回收$选出
#C

位成员参加此次小组活动&

小组活动每周开展一次$共进行五周$通过社会工作

的介入提升儿童防性侵知识和技能$探讨社会工作

介入儿童防性侵教育的可能性&

在理论的选择方面$小组社会工作主要针对学

龄期儿童$处于学龄期和青春期&处于学龄期的儿

童在学校不仅仅只接受书本的教育$而且教授他们

社会技能'生活技能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在学校

的学习环境下$儿童能顺利完成自己的学业$得到周

围人的鼓励$那他就会获得勤奋感$对今后的生活更

加充满信心&反之$就会产生自卑&此外$还有弗洛

伊德人格发展理论$该小组成员主要处于弗洛伊德

人格发展理论的潜伏期'性器期&从原始欲力来看$

呈现出潜伏状态!个体性器官成熟$两性差异开始显

著,

C

-

&运用角色扮演理论$让小组成员互相扮演*侵

害者+和被侵害者$提高小组成员对性侵行为的辨

识度&

在需求评估方面$为了更好的达到小组目标$提

高儿童防性侵教育的质量$社会工作者在小组前期

需对组员进行需求评估&社会工作者借助家访的机

会到儿童生活的地方进行观察$期间还前往儿童所

在的小学进行前期评估$通过调查了解到儿童存在

以下需求%

第一$学习辨识性侵的需要&儿童的自我安全

知识水平较低$需要社会工作者的教育和引导!

第二$学习防性侵方法的需要&家长的缺位以

及学校教育内容单一&儿童防性侵教育不仅仅是家

长的责任$学校也应该做好相关的工作&此次调查

的儿童非常缺乏家长的正确引导以及被性侵后的一

系列补救措施$学校教育形式也比较单一&在小组

工作中$社会工作者除了讲授相关的知识$还准备了

相关的视频'书籍等儿童感兴趣的教育形式&

第三$创伤后紧急处理的需要&童年的影响对

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永久的$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每一个儿童都需要创伤后的心理

治疗&

综合前期的调查问卷获取该地区儿童防性侵教

育的状况$制定出更加符合小组成员的活动&

#二$具体介入

小组活动以埃里克森八阶段理论为指导$设计

小组活动&儿童的每一个阶段都是非常重要的$而

且为儿童的每个阶段的教育提出了具体的依据&儿

童主要介于
G

"

#&

岁$在学校的儿童不仅要以学习

为主$而且$给他们讲授社会和生活的技能也是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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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刘娟娟%儿童防性侵教育的社会工作介入

教育过程中的一部分&所以$社会工作者主要以讲

授为主$以游戏为辅$积极引导同学们学习防性侵相

关知识'技能&

首先$小组工作开始阶段是小组成员之间'社会

工作者与成员之间建立关系的阶段$同时通过制定

小组契约使小组更加规范化$增强小组成员的认同

感&社会工作者以团体小游戏000字母拼图为破冰

游戏$可以适当缓解组员矛盾'困惑的心理状态&

其次$小组工作中期是组员的关系走向亲密化$

同时也是小组成员之间权力竞争的开始$所以$这一

阶段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应慢慢开始向边缘转移$但

还是小组的中心位置$使组员自身的能力凸显出来$

从而能开始自己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社会工作者

以
HHN

的形式向组员讲解男女的不同之处$提高组

员的兴趣!在第二'第三节活动中主要以身体接触为

主$调动大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更深入地体验到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人与人接触的距离使同学们了解

到礼貌的身体接触会使人比较舒服$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传递温暖'信任'善意等$是可以被允许和接受

的!在小组工作的中后期阶段$社会工作者的主要任

务在于协助组员将有关问题澄清$整合小组内部资

源&在第四次活动中$社会工作者和组员从人与人

之间身体接触的方式引出这次活动的主题4什么是

性侵犯$性侵可能会出现怀孕'感染疾病等问题的出

现$所以社会工作者进一步带领同学们学习了有关

艾滋病的相关常识$并通过看视频短片提高对其他

疾病的认识&

最后是小组工作结束阶段$小组的预期目标基

本达到$社会工作者在处理好组员情绪和小组关系

结构的弱化等问题$还要协助组员保持小组经验并

做好小组评估&

表
#

!

儿童防性侵教育小组工作活动表

次数 主题 过程 目的

第一次 *认识

自己+

#@

认识*隐私部位+&通过让小组成员给娃娃身上画衣服进行隐

私部位保护的活动$打破儿童对自己身体隐私部位的羞怯$提高

儿童对隐私部位的认识以及如何保护自己&

!@

经过第一阶段后$为调动小组成员的自主性$消除组员之间的

陌生感$鼓励他们上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

讨论保密原则和建立契约'制定小组规范

#@

通过简单易懂的小游戏$

缓解小组活动气氛$提高儿

童对活动的兴趣&

!@

认识自己身体&

第二次 *与人

接触+

社会工作者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小组成员扮演不同的人$掌

握基本的防性侵知识&比如%扮演侵害者和受侵害者$哪些行为

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

#@

学会与他人接触距离&

!@

运用多种学习方法$提高

对性侵的辨识度&

第三次 *说说我的

人际圈+

通过前两次肢体之间的互动$小组成员对性侵也有了一定的认

识$所以$社工引导说出自己的人际圈

如何在自己的人际圈里与

他人相处

第四次 *性侵那

些事+

社工播放视频和图片并邀请老师参与到活动中$教授他们怎样

对待创伤后的儿童

#@

提高防性侵意识

!@

增加防性侵知识

%@

减少性侵害对儿童的影响

第五次 *最后的

晚餐+

社会工作者请组员写下对此次活动的感受并互相分享$或者通

过*角色扮演+的形式将学到的技能表达出来

#@

巩固前几次活动的成效

!@

协助组员保持小组经验

四"小组工作介入的效果评估

为了验证社会工作方法介入儿童防性侵教育的

有效性$选择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相结合的办法进

行评估&过程评估采用访谈法和观察法$结果评估

采用问卷调查法$这样更加简便又能达到评估的

目的&

在过程评估中$有许多儿童认为这次活动只是

简单的游戏$但每一次的收获还是很大的$从不知道

什么是性侵犯到如何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在活动

进行到第三次的时候$老师们也参与进来$和同学们

一起互动$提高了小组工作的效率&

在结果评估中$社会工作者通过成员的自我认

知和调查问卷来评估小组的实施效果&在小组成员

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感知方面$许多同学都认为自己

懂得了如何与他人的安全相处'如何保护自己&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性侵+$但是$参加了这

个小组后$我不仅知道了这方面的知识$还懂得了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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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保护自己$让我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很开心

能参加这个小组+&"成员
=

#

*我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在没有父母

的陪伴下$是不可以让别人触碰我衣服遮挡的部位$

通过这个小组的学习$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这

样的活动$我认为还要继续开展$效果非常好+&"成

员
^

#

小组活动效果评估表中$认为小组活动效果好

的有
A%e%d

$仅仅
#%e%d

认为此次活动效果不好&

在活动结束时$有许多同学通过本次活动对于防性

侵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也更加懂得了与身边人的

安全距离&

表
!

!

小组活动效果评估表

小组活动 频率 有效百分比

非常好
$ C%@%d

比较好
% !"@"d

一般
! #%@%d

不太好
! #%@%d

不好
" "@"d

合计
#C #""d

五"结语

通过小组社会工作$儿童防性侵知识和技能得

到了很大的提升$小组社会工作的阶段性目标和总

目标分别都达到了预期效果$儿童参与度也得到了

很大的提升$儿童防性侵意识也得到了提高$为他们

今后的身心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社会

工作者运用专业的'科学的方法和理念进行助人活

动$深入研究社会工作介入儿童防性侵教育的必要

性'可能性及具体方法$将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理念和

儿童防性侵教育实践相结合$为社会工作介入儿童

防性侵教育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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