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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去女厕频惹争议，孩子的隐私概念该如何建立
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周雅婷 实习生 陈婧雯

近日，“制止 6 岁男童进女厕反遭男孩家长辱骂”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网友们
围绕与“男童进女厕”相关的各类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对于男孩是否能进女厕、几岁
以下能进等问题各抒己见。有人认为应尊重性别和隐私界限，女洗手间不应出现男孩；
有人则表示“一刀切”不现实，对尚不能独立如厕的小孩并不友好。讨论还更进一步延
展到了“亲子卫生间”的建设情况与父亲在育儿中扮演的角色。

“男童进女厕”引发的种种争议层出不穷，家长在现实中应该如何应对？公共设施
管理者应当如何处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实地探访了长沙部分地铁站、景区的公共卫
生间，了解现实中的做法与考量，探索正确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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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长沙火车站�站�����长沙火车站�站����长沙火车站�站

口公厕的环卫工人也向记者表

示自己在工作中没有遇到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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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乐园，经常有家长带着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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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16 年景区提质改造，

景区里大部分厕所都设置了第

三卫生间�“这让情况好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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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记者，自己今年过年回老家

时经过服务站休息，人特别多，

遇到很多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

来上厕所�“有时候�也是坏的，

家长还会不��，直����还会不��，直����

开，那时真的很尴尬�”��告

诉记者，她有�个 4 岁的弟弟，

开始��在家里上厕所时弟弟上厕所时弟弟厕所时弟弟

也会直�进来，“但我父母就会

认真地教弟弟�后来有时家里

厕所�没有关紧，我弟弟看到

了还会帮着��关上，然后和

外面的家人说厕所有人�从我

的自身经历来看，这需要家长

进行相关的行为教育”��

同样在长沙读大�的小周

也表示，自己曾多次遇到过家

长带着男孩子进女厕、女浴室、

更衣室的情况，“�次是在健身

房的更衣室里，�位妈妈将浴

巾盖在孩子头上，遮住了他的

眼睛，还有�次在游泳�的女�的女的女

浴室里，男孩直�跑进来找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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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间里听到外面有男孩的声

音，自己会产生紧张、尴尬的

情绪�“从家庭的角度来说，我

其实可以理解妈妈的做法，但

小孩的养育应该是父母共同完

成，完全可以让父亲带着男童

解决如厕的问题�”

“这件事反映�了家长在

对孩子的防性侵教育、隐私概

念建立、优秀品质培养上的问

题�”中国性�会家庭性教育

委员、�����女童���、�����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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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陶如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许多家长都缺乏对隐私概

念的认识，更不会将隐私概念

传递给孩子�“这会造成几个

可能的结果，�是当孩子遭受

侵害时可能无法及时反应�����

是很多男孩可能会�现自我暴

露的行为�”

杨陶如表示，家长�孩子

带到异性卫生间、洗浴房的行

为，更是在破坏孩子的隐私概

念�“这有可能让孩子产生�

种观念，那就是‘我被别人看

了，没关系’，既无法�护自己，

也可能伤害到别人，给孩子的

未来埋下危险因素�”

“孩子在 3 岁左右就能明确

区分性别，我们应该顺应自然

性别意识的发展，给孩子们建

立良好的性别意识、隐私概念

以及行为规范�”杨陶如建议，

孩子在 3 岁上幼儿园时可以上

�节关于性别区分的课，让孩

子们分性别去上厕所，�者在，�者在�者在

卫生间设立�间，让他们从小设立�间，让他们从小，让他们从小

就有隐私概念，“这也是教会

孩子们自我�护的第�步”��

“隐私部位被别人看了，我

们要教孩子拒绝、离开现场、

�声警告�事件中女生告诉男

孩不该来女厕的行为其实是�

个非常好的示范�”杨陶如分

析，但孩子妈妈却去�怪、辱

骂给他好的示范的这位年轻女

性，这会给孩子带来误导，使

得未来孩子再遇到类似情况没

有办法正确处理�

“家长的辱骂行为还可能

给孩子�种错觉�‘�做错了，

我也会来�护�’，孩子不用

为自己的行为��任�”良好

的家庭教育需要家长在孩子犯

错时及时纠正，做对时及时鼓

励，“这样才能帮孩子�成正帮孩子�成正孩子�成正�成正正

确的三观、建立优秀的品质去、建立优秀的品质去建立优秀的品质去

应对人生道路上的各种错误和

困难”��

此外，在杨陶如看来，父

亲在此次事件中的�任也是

缺失的�“事发后不久孩子父

亲也赶来并�同对女生进行辱

骂，如果父亲就在附近，哪怕

是临时有事，也可以委托其他

相熟的男性带着孩子如厕，这

也可以看�，他们家可能已经

习惯都是妈妈带孩子，妈妈包

揽了男孩的�切，爸爸没有什

�机会参与到家庭教育中�”

对于家长带孩子外�如�家长带孩子外�如�

解决如厕问题，杨陶如给�

了建议�“如果�家人�起外

�，建议同性父母带孩子去洗孩子去洗去洗

手间�如果家长带着异性孩子

��，首选还是带他们去第三

卫生间�亲子洗手间�4-5 岁

左右的孩子是能独立上洗手间

的，家长也可以在厕所�口�

孩子，让他自己进去�实在不

放心，家长可以让附近的工作

人员帮忙照看孩子，�者每�

�段时间就让孩子上厕所，避

免人有三�的情况�”

杨陶如认为，第三卫生间

的设置和使用既能解决家长带

着异性幼童如厕的尴尬，也是

�座城市温度的体现�最好在

大型商场以及客流量大的景区

�广、普及，从工具的角度解

决家长的实际问题�“第三卫

生间、母婴室的设立也能助力

�个城市向儿童友好的方向发

展，文明的体现从细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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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家长需要建立孩子的“隐私概念”

橘子洲景区家庭卫生间里的母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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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30日，有网友发文称，

自己在哈尔滨某地铁站女厕所向

一名6 岁男童指出“不应该上女卫

生间”后，反������������������������

要求向男孩道歉，引发广泛关注。

近日，四川成都一女子称发现商场

女洗手间设有无遮挡男童小便池，

话题迅速冲上微博热搜。

男童进女厕引发的争议近几

年频频出现，此类议题不仅指向

公共设施的有待完善，亦折射出

育儿分工和性教育的问题。

早在 2016 年 9 月，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修订的《城市公共

厕所设计标准》就要求，城市

中的一类固定式公共厕所，二

级及以上医院的公共厕所，商

业区、重要公共设施及重要交

通客运设施区域的活动式公共

厕所，均应设置“第三卫生间”。

不同于“残疾人卫生间”，“第

三卫生间”为行为障碍人士或

协助行动不能自理的�人使用，

可以起到“家庭卫生间”的作用。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截

至 2021年11月，全国约有一万座

城市公厕中设置了“第三卫生间”，

约占城市公厕数量的6%。除开第

三卫生间的普及率还不够高外，大

众对第三卫生间亦缺乏了解，即使

附近有可供使用的此类卫生间，可

能也�不知情或是不明白可供何人

使用。例如，在这次6岁男童进女

厕的争议中，该地铁站就配备有可

作多用途的无障碍卫生间。

各地可通过制定地方性法

规，规范第三卫生间的建设和

管理，在全社会层面加强普及

宣传，促进观念改变。

此外，在这次争议事件中

让许多人不解的是，男童父�

就在附近，却不带孩子上厕所，

而是在发生争执后现身。“妈妈

带儿子上厕所”的情况，折射

出了夫妻育儿分工的不均衡，

妈妈“丧偶式育儿”的情况普

遍，父�在日常育儿中的缺位

�默许。因此，各类措施的出

发点不应局限于方便妈妈带儿

子，像在女洗手间设置小便池

的举措，实则是强化了刻板的

性别分工。应在社会层面呼吁

夫妻共担育儿责任，在设计�

子卫生间时避免将�设在女卫

生间内部、使用单一的“妈妈

牵着小孩”图标等。

根据研究表明，3 到 6 岁是

幼儿性别意识发展的关键阶段，

需要家长重视性别教育�科学

引导。让孩子尽量使用第三卫

生间，或在同性家长的陪同下

使用卫生间，以及培养孩子独

立如厕，不仅是尊重他人，更

是帮助孩子建立性别认知。

要消除异性父�带孩子上厕所

引发的问题，需要相关部门积极推

动第三卫生间建设，亦需要父�双

方积极参与育儿。共建儿童友好

社会，二者缺一不可。

男童进女厕引争议

需普及第三卫生间，更需夫妻共担育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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