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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医生爸爸编著湖南首部青少年性健康科普图书
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周雅婷

2021 年， 性 教 育
就 被 写 入 教 育 部 发 布
的《 未 成 年 人 学 校 保
护规定》和国务院发布
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2030 年 ）》， 这
意味着，性教育被要求
纳入基础教育体系中。
然而在实践层面，性教
育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受传统思想的束缚 , 大
多数家长在性教育上坚
持“无师自通”的理念 , 
在学校，有的老师羞于
与学生提及“性”。性
教育的缺乏，造成未成
年人性实践与性教育的
严重脱节。

无师真能自通吗？
当未成年人由于性知识
缺乏、性心理扭曲、性
道德滑坡而产生犯罪行
为，进而引发种种社会
问题时，往往会令人心
痛不已。很多未成年人
靠网络等媒介“自学”
性知识，然而这些媒介
之中所谓的性知识鱼龙
混杂 , 广大未成年人由
于接受不到科学的、系
统的性教育 , 使得不少
错误的观念刻印在他们
的脑海中……

今 年 10 月， 湖 南
省内首部青少年性与生
殖 健 康 科 普 教 育 图 书

《青少年性生理与心理
科普教育手册》出版，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
访了该书主编，湖南省
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二病
区主任宋伟，听他讲述
这本书背后的故事。

该如何跟孩子谈“性”？

13 次修改，把困惑讲透

在女儿 6 岁时，宋伟购置了

一本国外的性教育启蒙绘本，简

单的几张纸上绘着男孩女孩在各

年龄段时身体发育的差异，告诉

女孩不要把裙子撩起来，“但只

有告诉孩子理由，让她知道原来

我和男孩身上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样她才会理解和接受不要撩

裙子的习惯”。

网上搜寻相关信息，宋伟发

现许多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的科

普图书文字部分都比较少，表达

较为浅显。而到青春期阶段，孩

子产生明显的生理或心理变化，

如果没有倾诉方式和可供咨询的

平台就会产生困惑。因此，宋伟

产生了编撰一套系统的青少年性

健康教育图书的想法。

去年10月，教育部官网公布

了对《关于加强我国中学生群体

性健康教育》提案的答复，明确

表示性健康教育是促进学生群

体全面发展的重要工作，支持多

种主体参与，为家庭提供青春

期保健和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指

导和服务。“我们的筹备工作也

是从那时开始的，妇产科、心胸

外科、泌尿外科等医疗和护理的

专业人士一同参与撰写。”

在宋伟看来，科普工作最大

的难点，就是将医学上艰深的专

业术语转化成生活化、口语化的

语言。因此，在科普青少年性发

育会遇到的病症时，宋伟在章节

前都打了个通俗易懂的比方。“包

皮过长，我们把它比作大象的长

鼻子，精索静脉曲张，就是身体

里面的‘蚯蚓’，让不同年龄段

的读者都能理解。”

第二个难点就是图片，针对

青少年的文字论述，还要用图片

来加以解释和沟通。“我们请了

专业的美术老师，在绘图之前，

我们要给美术老师提供底稿，有

时自己也要画几张简单的示意

图，再加上我们需要呈现的内容，

兼顾趣味和科普性，最终呈现了

100 余幅原创手绘插图。”

宋伟介绍，《青少年性生理

与心理科普教育手册》经历了

13 次修改，内容设计、文字表

述、配图细节，甚至标点符号

都经过再三斟酌，用客观、科

学的语言来介绍现象，不添加

个人感情色彩，既能够起到科

普作用，又不会让人觉得反感。

“图书分为综合篇、男生篇和女

生篇，基本上涵盖了青少年性

发育期会遇到的生理和心理变

化相关的困惑。”

那个跳楼的孩子，让他有极大触动

《简明教育辞典》中指出，

性教育内容应包括性器官的解剖

生理知识、性心理卫生知识、性

道德教育、性犯罪预防教育。“在

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添置了青少

年时期容易发生的性相关病症，

看上去是小问题，如果处理不当，

同样会对身心健康造成危害。”

在书中的“男生篇”与“女

生篇”，都设置了预防性早熟的

章节。“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

6-10 岁正好是可以早期发现、

干预，并且治疗效果很好的阶

段。”宋伟介绍，在现代社会，

性早熟十分常见。

不论是男孩或女孩，青春

期的身体发育都存在一定规律。

“10-18 岁可以视作青春期，在

这期间可以每年均匀地长高几厘

米，青春期后身高就会定性在一

个比较理想的阶段。”但对于性

早熟的男、女孩来说，他们的青

春发育期比正常的人要短几年，

骨骼会提前闭合，不会再生长发

育，他们的身高就会比同龄人矮

得多。

而对于女孩来说，性早熟带

来的影响可能更大。“比如有时

才读三或四年级的女孩来月经，

同龄的孩子都没有面临这样的身

体变化，她会不会觉得自己不正

常？如果不小心弄脏了裤子，孩

子们又都没有接触过相关知识，

她会不会被不懂事的同学嘲笑？

这就有可能会给她留下心理阴影

或者创伤。”

在这部帮助青少年了解性生

理、心理发育过程的图书中，宋

伟还额外添加了如何缓解青春期

阶段抑郁情绪的内容。2021年，

宋伟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期

关于青少年自杀的专题，“上面

讲的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因为考试成绩不理

想和原生家庭的

问题，课后直接

从三楼跳了下去”。

这给了宋伟极大

的触动，如何对

青少年相关的心

理障碍或问题进

行疏导，这也是

宋伟在编写图书

时着重思考的地

方。

“12-18 岁，我

们需要着重关注

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许多家长

忽视了孩子在青春期时的心理

健康，自己也缺乏相应的知识。”

除了身体上的生长发育，这时期

的男、女孩在心理上也在经历着

激烈的变化。“抑郁作为如今青

少年突出的心理

问题，相较于成

年人抑郁症症

状 更 多 样， 表

现 更 复 杂， 因

此和青春期生

理变化问题一

样需要我们给

予关注。”

别将青春期生理变化视为“洪水猛兽”

作为一名医生，宋伟遇见过

许多缺失性健康教育的案例。

一次，一位 39 岁的父亲带

着16 岁的儿子一同来宋伟这里

就诊，起因是男孩读中学时和同

学一起洗澡，被同学嘲笑说他怎

么只有一个睾丸。男孩感到奇怪，

于是回家询问自己的父亲，结果

父亲回答的是正常人应该只有一

个睾丸，因为他也和儿子一样，

患有隐睾症。

“由于家长自己对于性健康知

识的匮乏，导致孩子向自己倾诉

困惑时，他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

种病态。”宋伟告诉记者，因此，

这本图书更大的意义在于让家长

逐步转换观念、自我学习，除了

关注青少年的衣食住行之外，同

时也要关注到他们每个阶段发育

的特点，尤其是生理、心理的特点。

在宋伟看来，家庭是教育的

主战场，家长对于性教育的难以

启齿和避而不谈，是孩子们正确

认识世界的阻碍。“孩子会觉得

枫叶或者鲜花稀奇吗？答案是否

定的，因为父母会说‘春天百花

会盛开，秋天就是枫叶变红的季

节’。倘若将男、女性的身体构造、

每阶段的发育特点这些知识也清

楚明白地告诉孩子，他们就不会

将青春期正常的生理变化如乳房

发育、遗精视为稀奇、肮脏的‘洪

水猛兽’，从而产生不正确的性

别观念。”

宋伟告诉记者，未来《青少

年性生理与心理科普教育手册》

编写组打算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

方式进一步开展青少年性教育

科普工作。

“其实这几年来，许多青少

年对性的羞耻和抗拒正在减少，

他们会主动从互联网等渠道学习

相关知识，对性相关的社会议

题表现出更强的关注和同理心，

这是一个积极的趋势。”但在系

统性教育缺失的背景下，指望孩

子们“自学”“自然而然就懂了”

或是零星几场公益性质的讲座

显然不够，“性教育科普的重任

还需要更多社会力量承担”。

“目前省内开展的青少年性

健康教育还处于刚起步的阶段，

我们的科普工作只是一个开始。”

宋伟认为，医疗工作者是最适

合从事性健康教育科普工作的群

体，“一方面是我们有专业背景，

能够把基础问题讲透，另一方面

是我们能更好地把握观点和知

识的界限”。

该书发行的消息一出，宋伟

的许多朋友主动打电话来购买。

“从目前大家给我们反馈的意见

来说，80、90 后的家长会更重

视孩子的性教育，一位朋友告诉

我阅读后学到了很多，以后会和

孩子在这方面进行沟通和交流。”

这让宋伟看到了性教育科普

工作的意义，他想起了爱尔兰诗

人叶芝的一句话：教育不是注满

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这

把火慢慢烧，总有一天会把整片

草地点燃。”

书中原创配图《胎儿在母体内
的发育过程》。

《青少年性生理与心理
科普教育手册》主编宋伟。

《青少年性
生理与心理科
普 教 育 手 册 》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