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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里的性教育课

刘文利的底气，源自于一项持
续了10年的性教育研究和实践。

2007 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刘
文利开始在北京市大兴区行知学校
做性教育课程实验。

“我就是为了做儿童性教育回来
的。”上世纪80年代末，还在读硕士
研究生的刘文利便对性教育产生了
研究兴趣。留美 10 年，她一直在关
注中国性教育的进展和报道。为了
帮助当地华人了解性健康知识，刘
文利还在社区电台开设了专门栏
目，并定期举办讲座活动。

“参加活动时，一些父母把孩子
带过来，想让我跟孩子讲讲‘我是
从哪儿来的’这些性教育话题。”刘
文利说，“我发现其实家长愿意让孩
子了解生命的真相，但苦于没有这
方面的能力，不好意思谈、怕谈不
好。”

这些经历，让刘文利坚定了从
学校入手，推广和普及性教育的决
心。

在小学里上性教育课，老师从
哪儿来？行知学校是一所打工子弟
学校，并没有专职的健康教育或心
理健康教师，甚至连兼职的也没
有。性教育课的开展，得先从教师
培训开始。学校里的语文、数学、
英语、美术老师都成了授课对象。

困难可想而知。“很多老师觉
得，我跟自己的孩子从来都没讲过

‘性’，怎么可能在课堂上跟学生讲
呢？”刘文利说，还有的老师担心，
性教育课堂会不会变得“不可控
制”。

开口向学生介绍生殖器官，也
是一道难跨越的坎儿。“在教师培训
中，我们设计了一些脱敏训练。”刘
文利说，“从小声默念到指着图片大
声说，老师慢慢觉得，可以到课堂
上对孩子说了。”

在培训中，很多老师发现，原
来所谓的性教育不只是“性行为那
点儿事”。刘文利团队设计的教材
中，涵盖了认识身体、保护隐私部
位、青春期、消除歧视、预防性侵
等各方面内容，每个年级都有针对
性的主题。

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让刘文

利和老师们感到惊喜。
性教育课采用了参与式的教学

方式，孩子们积极参与各项教学活
动，如角色扮演、讲故事、小辩论
等，孩子们特别投入。“看到孩子们
自信的表达，对性知识的渴望，感
受到他们对性教育课的挚爱，我流
泪了。”刘文利说。

“在学习性知识时，孩子们特别
真诚、自然、坦荡，他们的脑子里
没有大人想象中那种色情的东西。”
刘文利说，“有的老师告诉我们，一
些学生在英语、数学课上蔫头耷
脑，一到了性教育课就特别活跃，
他们真喜欢这个课。”

消除家长的顾虑，同样是性教
育课顺利推行的关键。刘文利曾在
研究中发现，有85%的父母从来没跟
孩子谈过性话题。为此，她和团队
安排了大量的家长培训。经过培
训，没有一个家长反对孩子在学校
接受性教育。

“关键问题在于，你觉得性可不
可以跟孩子谈？”刘文利说，“这是
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

如今，很多学生已经完成了6年
的性教育课程学习，无论是老师、
家长还是学生，都有了积极的变化。

“孩子愿意主动跟老师交流沟
通，甚至说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
比如爸爸妈妈离婚了、自己喜欢上
谁了。老师也开始俯下身子，理解
孩子、尊重孩子。”

“有的孩子学习了新生命诞生的
知识，回家抱着父母说我爱你们，
主动倒水、拿拖鞋，家长和孩子的
心贴得更近了。”

经过性教育效果监测调查，刘
文利发现，接受了六年小学性教育
课的学生，能够在社会决策中更加
公平地对待和自己亲疏关系不同的
个体，与未接受性教育的孩子有显
著差异。

“性教育的确会在很多方面帮助
孩子成长，这其中也有很多是德育
想要达到的效果。”刘文利说。

“李阿姨”引发的讨论

去年3月，一场互联网上的舆论
风波让刘文利感受到了压力。

事情的起因，是杭州萧山一所
小学二年级学生的妈妈，“控诉”孩

子的性教育读本尺度过大，把读本
中的两幅插图和她的意见发到个人
微博上，经过一些营销号炒作，引
发网友热议。在二年级下册的一幅
插图中，“李阿姨”说：“小军，你
又长高了。你脱下裤子让李阿姨看
一下，你的阴茎是不是也长大了。”
此外，读本中还图文并茂地描述了
生命诞生的过程，如爸爸的阴茎放
入妈妈的阴道、爸爸的精子进入妈
妈的子宫等。

这套名为 《珍爱生命——小学
生性健康教育读本》 的图书，正是
由刘文利团队编写出版，并在多所
学校使用或漂流阅读的。这是全世
界范围内，第一个依据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 《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
要》 研发的基于学校课程的、包含
72课时内容的性教育材料。

“我早就预想到这套读本会引起
全民讨论，但是原本希望这样的讨
论晚点来。”刘文利说，“性教育这
项工作，本身就有敏感性和争议
性，安全、安静的环境是非常重要
的。”

刘文利认为，如果能够在大范
围内引起讨论、澄清事实，让人们
了解什么是性教育、对孩子有什么
好处，这样的讨论甚至争议其实是
件好事。

面对质疑，团队迅速做出了回
应——“当一个身体器官的科学名
称都不能从大家嘴里说出来，这个

器官的结构和功能能得到正确的描
述吗？当一个孩子遭受性侵害，他
连什么地方被触摸都描述不清楚，
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舆论的风向迅速扭转。得知前
因后果的网友，几乎一边倒地力挺
性教育课题组。刘文利分析了微博
评论发现，有92%的网友支持儿童性
教育，还有不少人询问从哪里能买
到这套读本。

其实，就在舆论发酵之时，这
套读本的最后一册正在出版之中。
当 第 12 册 读 本 终 于 “ 呱 呱 坠 地 ”
时，刘文利大哭了一场。“我想，我
终于完成了一项艰难的历史任务。”

经历争议的刘文利，对于性教
育的意义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有
人觉得性教育尺度过大，是觉得它
超过了大多数人现在的接纳程度。
但我认为，教育应该有更前瞻的想
法，培养孩子面对更加多元的世
界。”

让孩子了解生命真相

在行知学校性教育课程毕业生
纪念册上，有个男孩写下了这样的
话：“以前听妈妈说，我是从石头里
蹦出来的。在西游记里，孙悟空就
是石头里出来的，所以我就信了。
要是没有这门课，我还可能蒙在鼓
里。”

为什么要进行性教育？“人对性

的兴趣和探究是与生俱来的。”刘文
利说，“为什么我们不告诉孩子真相
呢？对孩子说‘你是妈妈怀孕 10 个
月生下来的’与‘你是从垃圾堆里
捡回来的’，孩子对生命的认知是不
一样的，跟父母的情感连接也是不
一样的。”

在刘文利看来，在孩子能够理
解的情况下，性教育的开展越早越
好。

“为什么有的女孩子意外怀孕七
八个月，自己还不知道？发生这些
伤害孩子的事情，责任不在孩子，
而在于我们没有及时告诉他们这些
知识。不能等到孩子们付出了生命
的代价之后，我们才来重视性教
育。”

刘文利说，在儿童发展早期，
孩子还没有进入性发育和产生性反
应，因此性教育就是客观的知识学
习，能够帮助孩子了解生命的真
相，建构对性的完整认知，而这恰
恰是开展儿童性教育的重要而不能
错过的时期。研究发现，提早接受
性教育，反而会延迟首次性行为的
年龄。

自 1988 年国家教委发布 《关于
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 以
来，中国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人口
与 计 划 生 育 法 以 及 “ 健 康 中 国
2030”规划纲要等法律、规划中均提
出性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在推动儿童性教育的同时，多

年来，刘文利也在参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等国际机构国际性教育纲要
的技术咨询工作。在此过程中，她
也在传播性教育普及的中国经验。

“每次在国际交流时，我都会
说，中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支持
在学校里开展性教育。这是一件特
别值得骄傲的事，让我们做性教育
的人有了‘靠山’。”

刘文利说，随着中国经济和社
会的快速发展，如今提到“性教
育”，已经没有人觉得这是个奇怪的
词了。但是性教育的推动依然面临
着不少问题。比如师资力量仍然匮
乏、专业人员队伍水平参差不齐，
性教育课程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还有很大挑战。她希望，未来性教
育能够纳入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基础
教育课程体系。

“性教育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文明
进程有推动作用，需要有一批人去
做这件事，形成合力，推动中国文
明向前发展，让我们的人性变得更
美。”刘文利说，“这也是我的历史
责任吧。”

一项持续10年的性教育实验

刘文利：让孩子勇敢谈“性”
本报记者 刘 峣

我是从哪儿来的？
垃圾桶里捡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河水冲来的、泥巴塑的……面对这则“难题”，人们得到或给出过形形色色的答案。

“中国父母的经典答案特别多，特别有创造性。”刘文利笑着说，“可唯独不说真话。”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负责人，刘文利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如何与孩子谈性”。此前，由她主编的性教育

读本在网络上引发争议，一度将她和团队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此之后，刘文利从幕后走向台前，向人们讲述性教育给孩
子带来的改变。

“性是非常美好、积极的东西，不是丑陋、下流、肮脏的，这个观念一定要从孩子很小的时候构建。”刘文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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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节制 平衡饮食

春节期间，各地的习俗有所不同，但
“吃”是绕不开的话题。爸妈做的饭菜、家
乡的味道，都是难得的享受。不过，在各
色美食面前，总有人控制不住、吃得过量。

首先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糖果、巧克
力、蛋糕一类的甜品。这类食物不仅含糖
量高，本身热量也高，是导致很多人发胖
的“元凶”之一。过量食用此类食物，会
导致人体对糖的新陈代谢异常、能量过
剩。因此一定要有所节制，不可过量。

春节餐桌上的菜品一般以荤菜为主。
荤菜富含蛋白质和脂肪，过多摄入会增加
消化系统和肾脏的负担，甚至增加血脂水
平，不利于人体健康。因此，从膳食平衡
的角度看，春节期间的蔬菜和水果不仅必

不可少，而且应该多吃。
萝卜、菠菜、生菜、西红柿、南瓜等

蔬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其中的纤维素还可
解油腻，维持胃肠正常蠕动。而春节饮食杂乱，
容易产生消化不良、上火等问题，苹果、香蕉等
水果可以达到清热、解毒、润肠等功效。

饮食卫生也是春节期间要注意的。疾
病防控专家提醒，尽量食用熟食，少吃生
冷食物，尤其不要食用生的或半生的海产
品，以免发生食物中毒。

团聚之余 勿“休”运动

春节期间饮食过量、不规律等问题，
需要运动来促进消化、调节身体平衡。

走亲访友、朋友聚会结束后，可以进
行一些室内锻炼。瑜伽、跳绳都是不错的
选择，尤其跳绳简单方便，与家人一起跳

绳更是乐趣无穷。此外，爬楼梯、走路，
都可以使关节得到适当活动。

与家人朋友团聚时，选择一些户外活
动，可以锻炼身体、放松心情。但专家提
醒，春节期间适宜进行轻松平缓、活动量
不大的活动。例如登山、球类、滑冰、骑
自行车等。登山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加速
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篮球、羽毛球
等球类活动利于放松身心；滑冰、骑自行
车也可消耗热量，燃烧堆积的脂肪。

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体育活动前，
要做好热身和保暖工作。春节期间天气寒
冷，肌肉和血管收缩严重。为避免运动损
伤，运动开始前应活动关节，进行热身；
运动结束后，也不要忘记拉伸。

同时，运动时要注意保暖，运动后要
及时穿衣，避免被冷风吹拂，诱发感冒及
各种呼吸道疾病。

生活规律 劳逸结合

春节期间，不规律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
“敌人”。与家人和朋友团聚，有的人通宵达旦
地打牌、聊天，导致生物钟被打破，对身体健康
不利。

还有一些上班族，因为平时工作忙
碌，没时间睡懒觉，便趁着放假“补觉”，
错过早饭，有时甚至错过午饭时间。专家
指出，这种方式不仅不能帮助恢复体能，
日后可能还会加重睡眠障碍。

为保证愉快的心情、健康地度过春
节，保持规律的生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专家建议，尽量减少在人群密集、
空气流通不畅的场所逗留；且要勤洗手，避
免用手触摸眼鼻口，防范冬春季呼吸道传染
病。一旦出现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

迎新春，这样更健康
顾长娟

还有一个多星期就到春节了。阖家团圆的日子少不了欢声笑语，但过年期
间，很多人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也会被打乱，“每逢佳节胖三斤”成了假期生
活的如实写照。

欢聚的快乐不能以损害健康为代价。春节期间，更需注意饮食、有所节
制，选择合适的活动，过一个健康的新年。

据新华社电 （记者潘清）
下班后，28 岁的张小姐选择用
步行方式回到 5 公里以外的家。
到家后她发现，手机软件中的

“平安 i 动保”重疾险保额又增
加了不少。

眼下，健康险事后保障的
传统模式正随着健康管理概念
的“嵌入”而发生改变。据了
解，“平安 i 动保”这款免费保
险产品不设基础保额，保户每
天步行超过 5000 步就可以开始
计算保额，每天完成封顶的2万
步最高可换取286元保额，一年
最高保额可达10万元。

近年来，各大保险公司开
始积极布局健康管理服务，或
提供体检、健康咨询等服务，
或帮助客户记录运动、睡眠、
饮食等生活习惯，通过奖励机
制促使其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
式。

国际保险市场上，成功的
健康管理项目具备3大特点：细
分客户群，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打造闭环
健康管理系统，广泛植入医疗设备、移动医
疗、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创新；多方
合作，建立健康管理生态圈。

反观本土市场，目前健康管理服务同质
化特征明显，数据分析、管理干预、评估反
馈等关键环节也处于起步阶段，完善的健康
管理流程尚未真正建立。

业界认为，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驱动
下，健康管理理念将持续深度融入健康险市
场，并催生出更多着眼于管理和干预的创新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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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课堂上的孩子 刘文利对学生家长进行培训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刘文利对学生家长进行培训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市民在天津武清区梅厂镇大集上选购年货。 新华社记者 董 鑫摄市民在天津武清区梅厂镇大集上选购年货市民在天津武清区梅厂镇大集上选购年货。。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董董 鑫鑫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