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阳花”资讯

母女搭档“磨课”：她们教农村父母与孩子大胆谈性
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 江昌法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对4911名农村儿童的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家庭性教育开展整体情况不佳，内容
也大多局限于“青春期教育”和“防性侵教育”等。一部分父母认为孩子还小，不适合跟其谈防性侵的话题，小部分父母（全
都是母亲）对孩子进行过性安全教育，但仅限于对孩子说过“出门要注意安全”“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跟陌生人走”
等简单的警告语。同时，男童较女童更缺乏来自家庭的性教育。

 另一项对农村中职生的调查显示，其性生理知识严重缺乏，仅有二成左右的受访学生知道婴儿是怎么诞生的，知道如何
正确使用避孕套的学生远不足一成。

 那么，农村家长们需要怎么样的家庭性教育？要用什么方式对孩子进行性教育？今年 3月，“向阳花”行动启动，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张家界市心理学会副理事长龙星儒决心为农村家长量身定制一堂性教育课程。课堂效果如何？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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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阳花”行动公益
讲座走进永州市政协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

讯员 唐丽华）近日，永州市

政协机关开展家庭教育“向

阳花”行动公益讲座，市政

协副主席桂砺锋、蒋井泉、

方智毅等机关全体干部职

工参加。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

强化家长家庭教育主体责

任，提升家长家庭教育理念

和安全防范意识，促进儿

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活

动中，永州市妇联执委、市

家庭教育“向阳花”行动优

秀讲师、市“八五”普法宣

讲团成员胡颖莹以“依法带

娃新时代”为主题，结合全

国案例，为大家详细、生动

地解读了《家庭教育促进法》

《湖南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的实施背景和有关内容。大

家纷纷表示，此次讲座课

程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

指导性，自己既增进了对《家

庭教育促进法》《湖南省家

庭教育促进条例》的理解，

又增强了树立良好家风的自

觉意识和责任意识。

 

衡山县率先超额完成
“向阳花”行动目标任务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江昌法）近日，衡山县妇

联联合县教育局开展家庭教

育“一法一条例”宣讲活动，

邀请衡阳市立智家庭教育指

导中心讲师团队为全县10

个乡镇 29 所学校家长讲解

《依法带娃新时代——家庭

教育“一法一条例”之家长

责任解读》《利剑护蕾·雷

霆行动——防性侵主题宣

讲》，并现场发放家庭教育

“一法一条例”“防性侵”宣

传手册 3000 余份，引导家

长树立正确家庭教育理念、

正确履行监护人职责，为孩

子身心健康、快乐成长营造

良好的环境。

据悉，“向阳花”行动

自启动以来，衡山县已线

下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和实践活动 41 场，完成率

117%；线下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 2642 名家长，完成率

126%；线上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 10867 名家长，完成

率 103%。在衡阳市率先超

额完成“向阳花”行动全

年目标任务。

 “什么是月经？”“你们对月

经了解多少？”7月初，在一次

送课下乡活动中，龙星儒一提到

月经，许多女孩都害羞地低下了

头。

 “其实，月经是我们女

性再正常不过的生理

现象。”龙星儒后

来了解到，还有

的女生会因为

来月经被同

学 取 笑， 甚

至有些农村

地区对月经有

污名化现象。

 “月经只是

性教育的一部分，

性教育的缺乏，在农村

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龙星儒

看来，农村性教育的缺乏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许多家长对于性教

育这方面比较保守，更不知道如

何教育孩子。

 “家庭教育是一个孩子接

受教育的初始阶段，但大部分农

村家长本人的性知识本身就不充

足，多数是靠婚后的实践来填

补。”龙星儒告诉记者，加上中

国传统道德思想观念的影响根

深蒂固，家长羞于谈“性”，遇

到有关生殖器之类的沟通瞬间就

强制性跳过。

 “是不是你和孩子的情

感互动太少，孩子才通过网

络去寻找慰藉？”“孩子发育

到这个阶段，他（她）是不是

在性认识上确实有需要？你

有没有做过什么？”在《谈

“性”不色变——性教育要

从娃娃抓起》课程中，龙星

儒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让家

长们陷入了沉思。

 “我会用生活中常见的

与性问题有关的场景，来告

诉家长如何把生活中的‘尴

尬’场景转化为性教育的好

时机，帮助家长把所学的知

识落地运用到日常家庭教育

中。”龙星儒告诉记者，“家

长要讲究艺术，可通过日常

陪伴、电影电视、性教育夏

令营等形式平静自然地告诉

孩子性知识，把性教育融入

生活。”

 龙星儒仍然记得第一次

给家长们上性教育课的情景，

家长们好奇又害羞，在放到

一些身体部位的图片时也会

笑，“但现在，我能感受到家

长们的求知欲更强了”。最初

的质疑声渐渐隐去，许多家

长开始主动找到龙星儒告诉

她孩子变懂事了，比如知道

在妈妈月经期主动干活等。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

样的课堂，收获真的非常大。

我儿子现在上小学了，经常会

问我一些性方面的问题，有

时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

一位家长分享了自己听课后

的感受，“今天龙老师教的这

些沟通方法，让我明白了很

多。”

“其实性教育也是家庭教

育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龙星儒说，随着课程被送到

更多的农村，越来越多的家

长把性教育知识用起来，并

运用在实际的家庭教育中去。

 “这并非只是一堂课程，

而是关系到孩子们的成长和

未来。”龙星儒说，希望和家

长们共同探索，为乡村地区

的孩子们带去更健康、更平

等、更尊重的性教育。

现状：农村家长羞于谈“性”

在龙星儒磨课过程中，有一

个特殊的搭档：女儿。

龙星儒说，女儿 6 岁时，她

就带着孩子参加性教育夏令营，

让孩子第一次全面学习了性教

育，“喜欢什么，跟性别没有关

系。女儿不喜欢穿裙子，我就尊

重她，不让她穿裙子。学会尊重，

也被我写进了课程中家长要掌握

的科学性教育理念。”

 后来，龙星儒开始在各大中

小学上性教育课，女儿只要有

时间，都会去参加龙星儒的课程，

“我的性教育课，她几乎都听过，

她班上的同学也很喜欢听她普

及性方面的知识。”

 今年 3月，“向阳花”行动

启动，龙星儒决心为农村家长量

身定制一堂性教育课程。

 于是，龙星儒和女儿成为

形影不离的“母女搭档”。龙星

儒修改课件，女儿跟着一起看，

随时提出修改意见；龙星儒试

讲，女儿就充当“观众”，反馈

自己听课后的感受。

 有一次，在课程设计中，有

一个提问环节“电视中出现接吻

镜头，家长怎么办”，让龙星儒

犯了难，“我想知道一般的孩子

会作何反应，但是苦于身边没

有这样的样本”。

 于是，女儿第二天在班上

收集了孩子们的反馈，“其实，

孩子比父母更敢直面性教育，反

而是家长更紧张。”而发生在女

儿身边的案例，也让龙星儒对

性教育有了更深的思考。

 女儿今年在读小学，她身

边的同学小花，就差点被“隔空

猥亵”。

有了手机后的小花，沉迷于

游戏无法自拔。因为在玩游戏

中交友不慎，小花被一位网友

勒索，整个人都快抑郁了。小花

的变化，被细心的女儿发现后，

回家后第一时间告诉了龙星儒。

 龙星儒把课程中预防孩子

性侵犯的知识告诉女儿，女儿

第一时间把潜在的风险告诉了小

花，并让她删除了网友的联系方

式，避免了一场“隔空猥亵”。

 “我从女儿身上，了解了孩

子们最真实的想法，不断完善

我的课件，而且随着女儿不断

长大，我对家庭性教育的理解，

也随之进入到了对应的阶段。”

龙星儒说。

除了家长的谈“性”

色变，让龙星儒更忧心的，是

近年来农村性侵女童现象的高

发。

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与 “女

童保护”发布了《“女童保护”

2023 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

报告》显示，2023 年全年媒体

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 岁以

下）案例有 202 起，受害人数

517人，年龄最小的不到1岁。

 而与性侵案件高发相对应

的，却是农村性教育的匮乏——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布的

《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

查》显示，小学阶段，城乡之

间加起来的性教育课程覆盖率

尚不足 10％，而乡村占据的比例

仅有 3.3％。

 其实，很多家长也知道性

教育的重要性，但他们无从下手。

“孩子其实有性教育的需求，但

他们不敢去问父母，父母也不

敢教。”让龙星儒更忧心的是，

即便孩子主动找到父母学习相

关知识，家长也会搪塞应付，

这样的教育环境没有给孩子一

个合适的机会明白自己的身体

构造和各种反应。

磨课：女儿帮助同学避免“隔空猥亵”

变化：家长把性教育
融入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