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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管理

摘 要：为探索两岸幼儿园性教育实施现状的异同，本研究通过改编王燕的幼儿园性教育实施现状调查问卷，结合半结构访谈法

对浙江省231名幼儿园教师及台湾省92名教师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大陆幼儿园较台湾性教育意识更为强烈；内容上台湾偏向

性别平等，大陆更侧重男女差异；方式上两岸均较为多元，但台湾因充分借鉴外国经验，选择上更具包容性；阻碍因素方面，两岸

均存在弱化生理层面的性教育、相关家园合作较少、相关研究及培训不足等问题。为改善两岸幼儿园性教育实施现状，社会政府

层面应破除封建束缚，加强相关立法；幼儿园层面应自主开展相关科研，促进性教育教材的园本研发，同时加强家园合作，保持性

教育家园一致性；教师应自主提升性教育素养；教育部门应增开幼儿园性教育相关的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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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ex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between Chinese mainland
and Taiwan, this study adaptedWang Yan's questionnaire of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kindergarten sex education
and interviewed 231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92 teachers in Taiwan Provin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teachers in Chinese mainland have a stronger awareness of sex education than that of Taiwan;
As for content, Taiwan emphasizes more on gender equality while Chinese mainland focuses more on gender
differences. As for the method, both sides tend to be diversified while Taiwan is more inclusive because they
draw onforeign experience frequently; In terms of obstructive factors, sex educ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showsweakening of physiological aspect, less interaction between home and kindergarten, and insufficient
relevant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sex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o break the feudal shackles and
strengthen relevant legislation. It is also suggested for kindergarten to conduct relevant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based sex education textbooks, and to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parents of children, so as to maintain the consistency of sex education. As for teachers, it is proposed
to update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sex education, while as for education department,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sex education training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 be increased.
Keywords：both sides of Taiwan Straits; sex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 current implementation situation;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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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性是自然赋予的人类本能［1］28 。《中国性科学发展

蓝皮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性教育取得了较大进

步。但绝大多数人只关注到青少年的性问题，而忽视

甚至否认幼儿的性问题［2］337 。儿童性唤起能力出生即

存在，性教育应从0岁开始［3］675-677 。在幼儿园教育中，

性教育是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幼儿人格教

育的一部分［4］。关于幼儿园性教育的定义，国内外学

者已基本达成共识:指幼儿教师根据3-6岁幼儿年龄特

征和发展水平，实行有目的、有计划、全面系统的，关于

性生理、性心理和性道德三个方面内容的教育。

学龄前幼儿的具体年龄阶段不同，幼儿园性教育

目标、方式、内容、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受经济发展水

平、妇女社会角色的历史转变、幼儿社会地位及婚姻制

度等因素影响，各国实施幼儿性教育开始时间不一，其

实施目的也有所差异，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防止性

病。例如，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始性教育的国家，但

受国家文化历史因素等影响，瑞典政府鼓励从幼儿时

期开展性教育，并长期以来以防止性病为主要目的［5］，

因此也更为强调性科学的价值取向；（2）保护幼儿自身

权利。学者Wallis［6］认为性教育的目的可使幼童较不

易受到虐待或侵害，但因幼童防范意识较弱，故性教育

有必要保护幼儿使其免于或减少性的虐待或侵害；（3）

促进幼儿身心健康。而我国研究者闵乐夫［7］认为，性

健康目标是生理、心理、伦理等多方面健康发展的总

和。性教育不能只关注性知识的传播，还应在道德上

教会学生学会选择、学会自尊、学会自律、学会自护，使

行为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该论述较为全面，且符合

当今社会的发展需求。关于幼儿性教育的具体内容，

大致也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性生理教育。刘小

红［8］认为幼儿性教育主要侧重教幼儿认识人体器官

及性别差异、了解动物繁殖过程等生理知识，以满足性

器期心理发展需要的相关教育活动。性生理教育主要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帮助幼儿了解性，以培养幼儿科学

的性认知态度以及清洁卫生习惯。（2）性心理教育。美

国学校健康联合会（American School Health Associ-

ation，ASHA）颁布的性教育课程大纲要求鼓励幼儿

通过讨论认识男女差异、懂得什么是隐私、人人有隐私

以及尊重别人的隐私权［9］；黄金花［10］强调了性别角色

教育在幼儿性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性别角色主

要包含性别概念、性别角色概念以及性别行为三方面

的内容，展开幼儿性心理教育的课程及活动。（3）性道

德教育。ASHA颁布的性教育课程大纲要求儿童认识

伙伴、家庭的重要性，并学会关爱他人；黄金花认为，幼

儿性教育的内容还应包括爱的教育，即热爱生命、爱自

己、爱他人以及爱集体并乐于与他人交往。道德教育

主要强调人际关系层面的性教育，因此本研究将爱的

教育也归入道德教育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性教育内

涵的日益丰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将三个方面结合

起来进行综合性教育。

由于学龄前儿童正处于性教育的启蒙阶段，因此

对于幼儿教师来说，“如何教”比“教什么”更重要。幼

儿园性教育的方法途径丰富多样，如创设有益的生活

环境，幼儿直接体验性教育；抓住性教育事件，进行随

机教育；开展有关性教育的主题活动；其他课程教学中

融入性教育；生活中潜移默化的性教育等［11］144-145 。一

般而言，性教育侧重的内容不同，所采取的方式也不尽

相同：（1）性心理、性道德教育多以童话故事、文学作品

等方式进行。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幼儿园，教师经常

结合文学作品来向幼儿传授有关爱情、婚姻、繁殖等性

知识和性观念［12］15 ；徐莹［13］等人的研究强调了绘本故

事对幼儿性心理和性道德教育的重要意义。(2)通过游

戏、多媒体等方式创造情境进行生理性教育。沈明宏、

安静［14］认为“过家家”等角色扮演游戏是一种良好的

性教育方式，幼儿在游戏中不仅能对自己或者同伴

的身体有初步的认识，同时能在此过程中加深对性

别角色的认识，接纳自己、表达对同伴的关爱等社会

性能力。

国内对幼儿性教育的研究相对较少。龙玲［15］等

通过对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性教育研究的746篇文献

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研究的重点在青少年和大学生

性教育。在对幼儿性教育的少量研究中，多为绘本对

幼儿性教育的作用、对家庭幼儿性教育等现状的研究，

以幼儿园为主要研究场所进行的研究较少；以此为主题

的比较研究则少之又少，与台湾的比较研究几乎为零。

从已有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出大陆幼儿园性教育实施现

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1)实施情况较为滞后［16］；(2)内

容选择较为片面;(3)家长性教育意识尚为滞后，家庭与

幼儿园的配合不足，家长在性别认同方面还存在误区，

且在性教育方面存在“重女轻男”现象。

台湾受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影响较大，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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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体制中西合璧，既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又与国际接

轨，兼收并蓄。在此背景下，台湾幼儿园性教育也受到

不少阻碍，但总体起步较早。台湾当局于20世纪60年

代开始冲破性教育“禁区”，并随后制定了性教育课程

大纲以及参考教材［17］。近几年来随着台湾《性别平等

教育法》、《性别平等教育法》及《性骚扰防治法》的逐步

完善，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议题，使性教育更加受到重

视。台湾对于幼儿园性教育内容、实施方法、途径等的

主要研究如下：（1）关于性教育内容的研究。①幼儿园

性教育内容丰富。晏涵文编写的台湾幼儿园及小学各

年级性教育内容大纲，其中幼儿园阶段的主要内容强

调自我保护、家庭情感教育、隐私权的尊重、生命教育、

性生理教育以及性别教育六个方面。②性别平等教育

成为幼儿园性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陈儒晰［18］认为

性别平等教育一方面可以消除幼儿在学习活动中所面

对的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影响，一方面也能

从小培养其不同性别意识与个体之尊重与平等的态

度，从而在性别公平的学习环境与社会发展上展现其

潜能。在台湾幼儿园性教育相关文献中，也较多探讨

了幼儿园性别平等教育的重要性及相关主题活动的实

务研究。（2）关于性教育方法、途径的研究。①通过主

题教学进行直接教育。钟锦织［19］通过调查发现，台湾

颂恩幼儿园以幼儿性别教育为学期健康教学主题，透

过教学活动让幼儿认识自己的身体部位名称及功能，

建立幼儿尊重他人及自己身体的重要性，让幼儿知道

与学习保护自己安全的方法、认识两性的关系与学习

两性互动的技巧与意义。②家园互动进行性教育。梁

珀华、刘伟君［20］对台中市家庭实施幼儿性教育之研究

表明，幼稚园家长对于性教育实施方式以书面亲子通

讯材料（如：宣传小册）最受欢迎，其次是视听媒体。而

大部分家长认为孩子就读的学校是开展幼儿性教育较

方便的地点，同时也认同家庭是实施幼儿性教育的重

要场所。③在特殊儿童性教育方面有所探索。王欣

宜［21］专门为特殊儿童列出单元教学法、讲解讨论法、

榜样示范法、感知体验法、团体游戏法、生活自理训练

等七个实施性教育的教学方式与策略，可见台湾幼儿

园性教育的全面性和系统性。（3）幼儿园性教育实施中

存在问题的研究。①相关研习中缺乏实际操作层面的

指导。柯筱琪［22］的研究表明，台湾幼儿教师虽已有尝

试进行幼儿性教育课程或活动，但也存在不少困惑及

阻碍：例如是否应当把性器官的名称直接告诉幼儿、如

何设计相关的主题课程等。②幼儿性教育课程有一定

探索，但尚缺乏统一的评估指标。建立和完善幼儿园

性教育的相关评估体系或成为台湾幼儿园性教育未来

发展的趋势所在。

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性教育的实施均面临一些

阻碍和问题。且受经济文化背景等因素影响，两岸幼

儿园性教育影响因素、产生的问题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也不尽相同。本研究试图通过调查法对两岸性教育现

状进行具体比较研究，在两岸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进行

综合分析并分别提出可行之策。既有助于为幼儿园性

教育的理论发展做出贡献，也有助于由此拓宽性教育

和性学研究的视角和范围。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采取抽样调查法，以浙江省和台湾省各大

幼儿园的在职教师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在台湾

北、中、南、东部四个地区抽取幼儿园教师为研究对象，

发放问卷100份，回收94份，其中有效问卷92份，有效

率为92%；在中国大陆以浙江省各地区幼儿园教师为

研究对象，共随机问卷发放问卷250份，回收问卷232

份，回收率为92.8%，其中有效问卷231份，有效率为

92.4%。问卷由王燕的《幼儿园性教育调查问卷》改编

而成，问卷主要分为五个维度：幼儿园教师对于实施幼

儿园性教育的态度（例如：我认为在幼儿在学前阶段有

必要进行性教育/我认为幼儿性教育应主要在幼儿园/

家庭实施等）、实施内容（例如：我在幼儿园实施性教育

的内容包含生命缘起/认识生命结构/认识性比差异

等）、实施途径（例如：我依据幼儿实际发生情况开展性

教育/我设计专门课程/我通过说教/绘本/多媒体动画等

方式开展性教育等）、具体实施方法（例如：当我被问及

“我为什么没有小鸡鸡/乳房，我会回答等你长大就知

道了/你是爸爸精子和妈妈卵子的结合体”等）以及阻

碍因素（例如：传统思想限制/幼儿园课程设置限制/幼

儿园重视情况限制/方法、培训限制等），每个维度分别

包含8题、6题、8题、16题，5题；问卷以李克特量表的形

式呈现，即“1=非常不同意”，“2=比较同意”，“3=不确

定”，“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幼儿园教师根据符

合情况进行打分。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63，具有较好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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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半结构化访谈法

通过便利取样的方式，在浙江省和台湾省各选取

5所幼儿园，对其部分教师及园长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访谈内容除问卷中涉及的态度、实施内容、途径、具体

实施方法和限制因素外，还涉及与幼儿性教育有关的

理论知识/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相关的教材及相关课程

设置/性教育相关的培训情况/对大陆（台湾）未来的幼

儿园性教育的展望等。访谈通过录音、回放、转录的方

式进行记录，最后形成32124字文本，并通过Nvivo进

行文本分析与整理。

（二）研究对象

1.问卷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对象共323人，其中大陆有231人，台湾

共92人；接受调研的所有教师中，仅1人为男性；从

20-34岁的教师所占的比重看，此年龄段的大陆教师

占73%，而台湾仅占42.39%，台湾幼儿园教师年龄以

30-44岁为主，大陆幼儿园教师较台湾相比更趋年轻

化（见表1）。

2.研究对象学历信息

大陆参加调查的230名在职教师中，本科学历的

表1 两岸被试幼儿园教师基本信息分布情况

大陆

台湾

男

女

男

女

合计

20-24岁

0

61

0

2

63

25-29岁

1

56

1

16

74

30-34岁

0

51

0

20

71

35-39岁

0

37

1

17

55

40-44岁

0

19

0

19

38

45岁以上

0

6

1

15

22

合计

1

230

3

89

323

大陆频率

百分比

台湾频率

百分比

大专以下

0

0

3

3.26%

大专

60

25.97%

4

4.35%

本科

165

71.43%

62

67.39%

研究生及以上

6

2.6%

23

25%

合计

231

100%

92

100%

表2 两岸幼儿园教师学历信息分布情况

占71.43%，大专学历占25.97%，研究所及以上仅占

2.6%；参与调查的台湾幼儿园在职教师，具研究所及

以上学历者占25%，本科以下仅占7.61%。两岸幼儿

园教师学历均以本科为主，但台湾幼儿园教师研究所

及以上比例相对较高（见表2）。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通过SPSS21.0版对所搜集到的数据进行

录入、编辑与整理，并进行描述统计等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两岸幼儿园教师对于性教育的态度

从表3可以看出，大陆教师对性教育在幼儿发展

大陆频率

百分比

台湾频率

百分比

完全不必要

4

1.73%

2

2.17%

不太必要

2

0.87%

2

2.17%

中立

18

7.79%

18

19.57%

有些必要

27

11.69%

37

40.22%

非常必要

180

77.92%

33

35.87%

表3 两岸幼儿园教师对于幼儿园性教育必要性的认识

的各方面作用认可度都超过台湾教师，选择“非常必要

的”的大陆幼儿园教师高达77.92%，远高于台湾的

35.87%。可见大陆幼儿园教师对于幼儿园性教育有

更为强烈的认同度。

台湾某幼儿园园长在访谈中表示，“当然有必要，

这方面我们也一直有在做”；大陆某幼儿园园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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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经过社会上一些‘儿童性

侵’事件之后，幼教界对性教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

我们幼儿园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课程，我们越来越意识

到性教育的重要性，但行动上确实还不够。”

访谈结果还表明，两岸教师普遍认为家庭是更为

重要的幼儿性教育场所，发挥着更为主导的作用。他

们认为“性教育因为涉及个人隐私，所以在家进行会更

简单方便一些。”

（二）两岸幼儿园性教育实施内容

从表4可以看出，在幼儿园性教育的实施频率上

大陆

台湾

生命缘起

60%

51%

生理结构

34%

45%

自我保护

45%

67%

性别差异

85%

40%

性别平等

45%

89%

爱和尊重

89%

92%

表4 两岸幼儿园性教育各内容实施情况

台湾总体高于大陆；性生理方面的两岸比重均相对较

小；大陆“性别差异”所占比例达台湾的两倍以上；台湾

幼儿园“性别平等”所占比例约为大陆的两倍，台湾幼

儿园“自我保护”所占比例也也高于大陆；两岸幼儿园

在“爱和尊重”实施的频率均为最高，也最接近。可见

台湾幼儿园更为侧重性别平等教育以及自我保护，大

陆幼儿园较多强调男女性别差异。

大陆某教师在访谈中表示：“幼儿园较为方便创

造一个爱与尊重的环境，但生理结构之类的确实不常

开展。一方面因为话题比较敏感，另一方面我们幼儿

园也确实较少安排这方面的课程，我们老师自己也不

太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做。”

（三）两岸幼儿园性教育方式途径

从表5可以看出，两岸在幼儿性教育实施方式均
表5 两岸幼儿园性教育各类实施途径的使用率

大陆

台湾

口头直说

66%

68%

绘本

82%

89%

多媒体

76%

78%

角色扮演

80%

85%

引导讨论

69%

80%

其他

13%

10%

属多元，但台湾在各项的百分比都略高于大陆，台湾教

师在选择上包容性更强且更为多元并举。两岸均较好

利用绘本、角色扮演等方式进行性教育。绘本是两岸

使用最广的幼儿园性教育方式，尤其是台湾的绘本题

材丰富，质量和受欢迎程度都较高，绘本在幼儿园中的

受欢迎程度及使用率均较高；此外，台湾幼儿园教师还

善于引导幼儿进行自主讨论，在“引导讨论”方面高于

大陆。且在访谈中发现，不少台湾幼儿园教师针对性

教育问题拥有明确的应对态度和教学方式，并采取“直

接体验式”教育与“间接学习式”教育相结合，不仅有主

题课程、游戏、全班讨论、还有亲子课堂等。

从表6可以看出，两岸幼儿园教师根据幼儿实际

表6 两岸幼儿园教师性教育内容的主要来源

大陆

百分比

台湾

百分比

自主原创主题教学内容

61

26.4%

35

38.0%

根据现有教材进行相关延伸发挥

38

16.5%

19

20.7%

根据幼儿实际情况随机个别进行

132

57.1%

38

41.3%

情况，抓住幼儿在园活动中的相关契机，在具体而偶然

发生的实践场景中进行随机教育。选择“随机教育”的

大陆教师比例高于台湾；台湾教师在“自主设计主题教

学内容”的百分比高于大陆，在“根据现有教材进行延

伸发挥”选项的百分比也高于大陆。

（四）幼儿园教师在具体情境下的处理情况

得分的大陆教师数

百分比

得分的台湾教师数

百分比

性生理知识

88

38%

21

31%

性心理知识

180

77%

78

85%

性道德教育

165

71%

79

86%

表7 两岸幼儿园教师在性教育三大方面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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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7可以看出，在性生理知识选项得分的大陆

幼儿园教师仅88人，占总数的38%，而台湾仅有31%，

可见两岸幼儿园教师在性生理知识方面个人素养还有

待进一步提高；两岸教师在幼儿性心理知识和性道德

教育方面均表现较好，台湾教师得分略高于大陆。

从结果上看，两岸教师均面临性生理层面知识不

足的情况。性生理知识方面主要考察了教师对生命起

源以及性器官的科学态度。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0%

的教师不会选择用科学直观的方式回答幼儿的问题，

尤其是在是否告知幼儿性器官科学名称的问题上教师

的看法不一。浙江省嘉兴市某幼儿园教师认为不应当

直接告知是因为“生殖器官的名称较为生僻，直接告诉

幼儿既显尴尬，又难记忆，意义不大。”且大部分幼儿园

教师对于如何教幼儿生理层面的知识较为困惑，甚至

会对幼儿提出的相关问题感到束手无策、消极面对。

如何提升教师的性教育知识和技能是提升幼儿园性教

育质量的关键一步。

另外，台湾教师在被问及“我是从哪里来”问题

时答案不一。台湾省台中市某私立幼儿园教师对待

此内容尤为坦诚，他们认为性敏感期应当通过多种

方式充分满足幼儿的性好奇；而台湾省新竹市某华

德福幼儿园教师表示，关于“生命起源”，教师更偏向

于通过童话的方式给早期幼儿传递一个“诗意”的答

案，随着幼儿年龄的变化，再通过组织幼儿“画出自

己的身体”等方式进行自我探索、集体讨论的方式进

行归纳总结。

表8 不同学历的幼儿园教师在性教育知识上的反应情况

性生理知识

性心理知识

爱和尊重

学历

大专及以下

本科

研究生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反应人数

20

45

15

42

88

25

45

110

21

得分占比

30%

35%

52%

63%

69%

86%

67%

87%

72%

由表8可见，在性教育的三个方面，本科、研究生

学历的幼儿园教师在性生理知识、性心理知识以及爱

与尊重方面得分均高于大专及以下学历的幼儿园教

师。

大陆频率

百分比

台湾频率

百分比

从未

78

33.77%

23

25.00%

很少

53

22.94%

25

25.17%

偶尔开展

53

22.94%

33

35.87%

较多开展

17

7.36%

8

8.70%

经常开展

30

12.99%

3

3.26%

表9 幼儿园教师开展相关专题研讨情况

（五）幼儿园性教育阻碍因素

由表9可见两岸幼儿园教师开展幼儿性教育研讨

的频率均较低，超过一半的幼儿园教师“从未”或“很

少”开展性教育，大陆幼儿园教师“时常”或“经常”开展

幼儿性教育比例仅20.35%，台湾幼儿园教师更低，仅

11.96%。

台湾省台北市某幼儿园园长称：“幼儿园一般会

根据幼儿园的实际情况而定，一般不会作为专题进行

讨论。但如果教师在带班过程中发现相关问题，并在

教研会议中有所反映，则会进行一定探讨。”大陆幼儿

园教师与此持有类似的观点，并表示“性教育话题较为

尴尬，遇到相关问题我们其实更愿意选择自行解决。”

由表10可见，“传统思想束缚”是两岸共同的重要

阻碍因素；“幼儿园教材限制”、“幼儿园课程限制”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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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幼儿园性教育的阻碍度均较大；而“自身经验不足”

和“家园配合不足”较大程度地阻碍台湾幼儿园性教育

的实施。在访谈中某台湾幼儿园教师认为：“对于性教

育，教师自身的教育教学经验比教材本身更重要。”

问卷结果还表明，大陆不足三成的幼儿园有性教

育相关的课程设置，台湾虽略高于大陆，但总体也相

对较低。大陆某公立幼儿园园长表示：“目前因为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和《幼儿园教育指导纲

要》中并未对此提出明确的要求，而我们自己又还没

有足够能力开发相关课程，所以相关的课程确实设置

得很少。”

四、讨论

（一）社会环境与幼儿园性教育

传统观念影响幼儿性教育的实施。研究结果表

明，大陆幼儿教师更重视男女差异，部分原因是不少教

师及家长仍存有“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旧思想，认为

应当尽早让幼儿意识到男女性别差异。中国传统社会

经历了数千年对性的疏忽、漠视与避而不谈，以及根深

蒂固的封闭思想至今影响着人们价值观念，性至今仍

常常被认为是含蓄而隐晦的。对于幼儿园性教育，传

统思想影响下的错误看法常常表现为“自然发展说”、

“道德纯洁说”及“诱发问题说”，即认为幼儿对于性是

会自然而然地知道的、过早接触性会使幼儿丧失道德

纯洁、幼儿接触性会过早对性产生兴趣，由此会诱发幼

儿一系列性问题。

两岸不同的社会历史现实使得两岸教师现阶段

对此话题的重视和敏感度不同。近年来大陆幼儿性

侵、虐童事件屡见报端，大陆幼儿性教育呼声很高，幼

儿性教育一度成为教师及家长关注的热点话题，但幼

儿园性教育却刚刚起步且实际行动相对滞后，使得不

少教师意识到性教育的紧迫性。纵观历史，新中国虽

在20世纪70年代就推行改革开放，但文化发展的相对

滞后性使得近十年来“性”相关话题才为公众所自由讨

论；而台湾经济发展水平较快，在1987年解除戒严以

后，“性教育”曾是90年代台湾社会的“最热门议题”，

且台湾幼儿园性教育自起步后发展迅速，各级学校及

幼儿园已逐步拥有较为权威且完整的教学大纲，至今

幼儿园性教育已进入“平稳发展期”。

社会文化思潮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幼儿教师对性

教育内涵的理解与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台湾更重视

性别平等教育。这主要与强调性别平等的社会思潮有

关。近年台湾相关法律的日益完善和同性婚姻合法化

的逐年推进，使得性别平等意识深入人心，性别平等教

育日益成为性教育的首要内容。2004年颁行《性别平

等教育规定》严禁校园性侵以及性别刻板印象等行为

的发生，并明确指出不同性取向的人士应当互相尊重、

相互欣赏。在此社会环境下，不少幼教界人士认为性

别平等教育应从幼儿开始，因此更为侧重性别平等教

育。此外，台湾幼儿园与东南亚各国交往频繁，性教育

方面也较多借鉴日本、新加坡甚至欧洲芬兰等国的先

进教育理念及方式，并善于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

开展适宜的性教育，因此性教育方式更为多元。

（二）幼儿园与幼儿园性教育

1.幼儿园教研与幼儿园性教育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两岸的幼儿园均较少针对

“幼儿园性教育”开展专题研讨，遇到相关的问题老师

们大都选择自行处理，但自行处理的方法常常有待进

一步求证。幼儿园教研作为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的

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涉及在生活活动和教学活动中的

任何问题，且针对幼儿园性教育的教研活动不仅可以

使教师们更重视、反思此类问题，也有助于发挥集体

智慧，群策群力，在学习共同体中帮助幼儿解决实际

问题。

2.幼儿园教材与幼儿园性教育

研究可见，两岸幼儿园性教育均弱化生理层面的

性教育。一方面他们认为幼儿时期还没有必要将事实

完全告诉幼儿——对于性教育的开始时期问题、性教

大陆频率

百分比

台湾频率

百分比

传统思想

156

68%

57

62%

教材限制

162

70%

28

30%

课程限制

140

61%

14

15%

自身经验不足

97

42%

51

55%

家园配合不足

110

48%

64

70%

表10 阻碍幼儿园实施性教育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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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材尺度以及科学性问题、对于是否应当直白地告

知幼儿性器官名称等，都曾在两岸幼教界引起深度探

讨；另一方面是未找到可靠、可行的性教育方法。台湾

方面虽然较早出台相关的教育指导纲要，但计划和实

际实施情形还存在较大差距，教师仍处于较为被动状

态；而大陆大多数幼儿园均以教育部出台的《3-6岁儿

童认知与发展指南》和《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为基本

指向，其中仅《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在健康领

域的教育建议中提到“告诉幼儿不允许别人触摸直接

的隐私部位”，性教育相关的其他内涵均未提及。此外

现行使用教材本身灵活性较差，而自主研发相应教材

对教师自身素质要求较高，因此受限较大。虽曾有学

者试图研发相关教材，但难以把握分寸，因此争议颇

大，最终难为公众所接受。

3.家园合作与幼儿园性教育

在对幼儿园性教育态度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

两岸幼儿园教师均认为家庭在幼儿性教育方面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甚至有接近一半的教师认为幼儿家庭性

教育比幼儿园更重要。但家庭对于幼儿性教育的看法

与教师的认知依旧存在一定距离，使得此类话题的家

园沟通存在一定困难。尤其是大陆自2015年“全面二

胎”政策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父母已逐渐意识到幼儿

教育的重要性，多数家长支持幼儿园开展性教育的课

程，但实际教育能力和配合能力却十分有限；台湾向来

重视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台湾是一个拥

有多元文化的地区，不仅有台湾本地原住民家庭、还有

由大陆、东南亚移民到台湾的其他族群，不同的文化背

景与教育价值观念的差异都直接影响着性教育是否顺

利实施。此外，台湾家庭近年来面临的高离婚率、未婚

怀孕等社会问题，使得性教育更加迫在眉睫。因此如

何提高家长的教育认知与能力、如何达到较高的家园

一致性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努力。

（三）幼儿教师与幼儿园性教育

1.教师素质与幼儿园性教育

性生理教育是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调查显

示教师的性生理教育教学知识不尽人意，且访谈中涉

及自身隐私时，不少教师表现出尴尬、不自然的神情。

要实现良好的幼儿园性生理教育，首先要求教师具备

科学的性态度，其次是通过自身学习及相关培训掌握

足够的性知识，同时也需要教师通过亲身实践积极探

索出切实可行的性教育方式方法，并在教研中大胆分

享与总结相关教育教学经验。

2.教师学历与幼儿园性教育

研究结果表明，本科以上学历的教师在性教育知

识掌握情况和和实施情况得分都明显高于本科以下学

历的幼儿园教师。台湾幼儿园教师硕士毕业占较大比

例，台湾某幼儿园园长介绍，不少教师都是国外留学归

来的硕士研究生；而大陆幼儿园教师以较为年轻的专

科和本科毕业生为主，虽对性教育的必要性持十分支

持态度，但当问及为什么以及怎么做时，多数教师未能

给出较为清楚科学的答案。可见提升师资队伍的整体

素质是实现高质量性教育的保障。

3.教师培训与幼儿园性教育

调研结果显示两岸的幼儿教师培训中均较少涉

及性教育相关内容。台湾《教保人员服务条例》规定，

教保服务人员每年要参加教保专业知识研习十八小时

以上，研习的课程范围包括十一项，但并未明确指出幼

儿性教育的内容，只隐约涵盖在幼儿健康与安全中。

与此相同的是，大陆的教师培训内容中极少涉及性教

育。参与调查的教师中70%以上表示从未接受过性教

育相关的培训，而部分培训虽有涉及，也只停留在理论

层面，缺乏实际可操作的经验传递。互联网上虽出现

不少以性教育为主题的线上教学平台，但多数课程均

由个体研发，须收取费用，且质量高低不一，难以甄

别。可见强化幼儿园教师性教育的培训是海峡两岸幼

儿园性教育实施的关键一步。

五、建议

（一）破除社会舆论封建束缚，政府加强相关立法

“道德纯洁观”等封建传统的性观点仍旧在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幼儿家长，亟需相关部门通过大众传媒

等方式加强科学性态度、性知识的普及力度，例如通过

权威的互联网平台发布相关的知识，也可通过在社区

或幼儿园开展家长课堂的形式，进行相关知识的普及

及传播，改变公众对性的旧思维和偏见，让公众认识到

幼儿性教育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以此为幼儿园性教育

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支持。

法律法规是幼儿园性教育的必要保障。台湾

1981年制定的《幼稚教育规定》已明确提出虐待儿童

摧残其身心健康者会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幼儿教育

及照顾规定》以及《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护规定》

也将儿童权益保障及家长参与监督放在重要地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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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方面，《幼儿园管理条例》是目前仅有的具有较高法

律地位的学前教育行政法规，但涉及幼儿隐私权及个

人保护的法律几乎没有。因此大陆相关部门需加快学

前教育立法，通过进一步完善儿童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强调幼儿性保护的重要性，并将幼儿性保护内容明确

列入相关法律法规中，用法律的力量督促幼儿性教育

的施行。此外，社会公益人士等相关社会力量日益扮

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在鼓励社会力量涉足幼儿性教育

的同时，还应加强对社会性教育文化传播组织及个人

的监管和引导，使其内容符合科学认知发展规律，否则

将适得其反。

（二）幼儿园应自主开展相关科研，促进性教育教

材园本研发

两岸幼儿园在生理性教育等方面均存在一定欠

缺，需要幼儿园教师加强相关科研，在学习共同体中进

一步把握其内涵的丰富性，进一步探索性教育的方式

方法。具体可通过园所内交流、两岸园所间交流，加强

性教育专题科研，并以此逐步系统化，建立多层次的学

前儿童性教育体系［23］，实施性教育资源的整合，促进

性教育书籍的园本研发。例如整理出性教育相关的推

荐绘本，为顺利实施性教育提供支持。只有建立在幼

儿园教学现场的性教育问题，才能真正使得性教育有

“法”可依。

幼儿园可定期组织性教育专题研讨，向教师传递

性教育的知识，同时结合教师分享的相关案例，展开集

体研讨，商量可行对策；另可成立幼儿园性教育课题小

组，设置一定奖励，激发教师的科研兴趣，并定期汇报

相关研究成果；优质幼儿园优质公开课具有较强的示

范性和传播性。幼儿园内部可通过举办性教育主题的

教案征集或是公开课评比，鼓励新老教师以性教育为

主题进行教案或公开课实践，通过集体公开讨论、群策

群力的方式选出优质教案或公开课，打造园所精品课

程，上传互联网或幼教交流平台，或请相关教师进行全

园轮班上课，打造示范性幼儿园性教育课堂。

（三）幼儿园加强与幼儿家长的合作，保持性教育

的家园一致性

一方面，家长自身需树立自主学习和观念更新意

识，努力提升个人素养，即时更新自身教育观念，努力

追求科学的性教育认知，及时开展家庭性教育，例如

注意利用家庭环境对儿童有意识地进行性别角色教

育［24］；另一方面，幼儿园可通过家长课堂、案例分析或

知识小册等形式进行性教育知识普及并开展情境讨

论，让家长和教师共同讨论如何进行有效的幼儿性教

育，帮助家长理解性教育对幼儿的重要意义、树立科学

的性教育理念，并了解性教育的家园合作方式，从而提

升在性教育方面的家园一致性，提升家园配合度，使得

幼儿园性教育与家庭性教育同时进行，相互促进。

（四）教师应自主提升性教育素养

教师的专业素养直接影响到性教育的质量。研

究表明，教师性知识掌握情况和学历呈正相关。这要

求大陆幼儿园教师的学历逐步从本专科为主向本科及

以上转变。需要逐步改善社会意识，让越来越多的师

范生、优秀准大学生认识到学前教育的巨大发展潜力

以及幼儿性教育的重要意义，并努力吸纳各交叉学科

中的有志之士；此外，提高幼师学校招生门槛，可从整

体上改善幼师群体的综合素质。

而对于已在职的幼儿园教师而言，需形成终生学

习的意识，并对性教育有正确的认知，其次，主动学习

性教育相关知识，主动挖掘性教育素材，主动探索性教

育方法，从意识层面上升到行动上来，努力探索并践行

幼儿园性教育。只有每个幼儿教师在幼儿中细心观

察、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在反思中碰撞思想，才能逐步

把握性教育的内涵、不断创新性教育的形式，才有可能

在性教育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步。

（五）教育部门应增开幼儿园性教育相关的教师

培训内容

研究结果表明，两岸均有七成以上的幼儿园教师

未参加过性教育培训，少数涉及部分性教育的培训内

容未成系统，且缺乏切实可操作性的内容。因此，建议

在职前培训及在职培训中增加性教育专题，并将课程

系阶段化、系统化、可视化；同时加强学前教育师范生

性教育，将性教育相关内容融入到《学前儿童健康教

育》五大领域课程中，围绕“幼儿园性教育”组织“实践-

反思”式学习，让学前教育师范生拥有科学的性认知，

掌握科学的性知识，在课堂上集体讨论如何在幼儿园

实施性教育相关内容，再利用幼儿园实习或见习的机

会进行实践尝试，最后回到课堂进行反馈、反思。

六、研究不足与展望

由于现实因素，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如台湾

省幼儿园教师的样本量不足问题，虽用百分比来衡量

结果，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体结果的准确性；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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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未掌握两岸幼儿园性教育实施情况的一手资

料，仅通过问卷法、访谈法对幼儿园教师进行调查，因

此结果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这些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

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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