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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谈性色变
性教育进校园阻力重重

市生殖健康研究与发展中
心副主任，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
研究院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
究所教授、研究员武俊青告诉记
者，因为缺乏性教育常识，这位
15岁女孩压根不知道自己怀孕
了，连她的父母都被蒙在鼓里，
以为女儿只是变胖了。

武俊青回忆说，自己曾到一
所学校组织过一个性教育干预
项目，开展问卷调查，干预一年
后再度回访时，却遭到了家长的
激烈反对。无奈之下，工作人员
屡屡修改问卷，到了第六版才勉
强通过。但被迫删掉的内容恰
恰就是他们想了解的内容。

“青少年对青春期性知识的
了解也十分匮乏，譬如有的男孩
开始长胡子，因为不懂把胡子
都拔了，得了毛囊炎。我们在
开展性教育的过程中，得到了
部分家长的支持。有一位家长
对我说，太好了，她自己也是独
生子女，当年来例假时很紧张，
希望我们对她的孩子开展青少
年性教育普及。但这样开明的

家长和学校少之又少，持反对态
度的很多。”

武俊青介绍说，自己曾主编
过性与生殖健康系列科普读物
《青少年性教育》（小学版、中学
版、大学版）。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真正能驾驭这些书的老师较
少。“很多老师都是师范专业毕
业，自己也没接受过性教育方面
的培训。学校的心理学教师是
兼任的。在课堂里，也不乏老师
在谈到‘关键内容’时，脸红脖子
粗，接下来的内容请学生自学。”

武俊青表示，上海性教育的
深度和广度远远不能满足青少
年的需求，导致青少年较高的意
外怀孕、人工流产、生殖道感染、
性病艾滋病等。大部分家长质
疑性是“敏感”话题，担心助推孩
子的性早熟，少数的家长希望性
知识能和其他科学知识一样，被
自然、准确地传递给青少年。

这份提案中指出，国际国内
的性教育经验表明，让儿童说出
生殖器官的正确名称，了解到自
己诞生的过程，有利于儿童树立
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生命
的意识。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倡
导从4到5岁开始给儿童提供性

教育。
“高校推广性教育，谈‘性

爱’色变，谈‘恋爱’方能进入。
在高校，可以讲性健康、可以结
婚，但是不愿意请专家给大学生
讲‘避孕’。因此，大学生甚至高
中生是我们上海人流队伍中的
主力部队之一。”武俊青指出，青
少年性教育遇到阻力主要是源
于传统的性观念和当代的开放
性行为的碰撞；性教育观念上存
在误区，学校及其管理者压力巨
大。面对家长的压力，不敢真正
地做好性教育。

建议提高学校管理者
和教师性知识与修养

“现实生活中，地铁上、公园
里、影视节目中，哪个能离开了
性话题？碰到性侵时，在‘空白
的性知识状态’又如何应对呢？
对儿童进行性教育，这本身就是
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责任。”
武俊青建议，由市教委牵头，与
妇联等多个部门合作，真正做好
青少年的性教育工作。除了小
学、中学、大学性教育外，还可以
开展幼儿性教育。

她建议，提高学校管理者和

教师的性知识与修养，做好儿童
及青少年的性启蒙老师。家长
应积极主动地抓住机会，提高自
身素质，要真正认识到性教育和
其他教育一样是一个不断进行
的过程，要树立性教育意识、性
安全意识。“关于性知识问题，不
仅要学会暗示或鼓励儿童及青
少年提问，一定‘尊重、赞扬、鼓
励和不评判’；而且一定要让他
们知道你在想方设法地帮助他，
而不是谴责和谩骂甚至殴打。
与儿童及青少年进行关于性知
识的交流时，不仅要使用适合他
们发育水平的通俗易懂的词汇
和概念，而且一定寻找一切可交
流、教育、咨询的每一个时刻。
老师应该要抓住性教育的主动

权，从一般问题出发，在学校营
造理解、豁达、和谐的气氛。”

武俊青还建议，青少年、家
长、教师及社区人员等要配合学
校，及时、正确、全面地开展和谐
的参与式的性教育。此外，加强
对性教育教师的培养，提高教师
的专业性。应该建设“持证上
岗、继续教育”的师资队伍培养
机制。不仅要加强师资的性教
育能力建设，而且要提高师资对
青少年性教育的咨询能力。“我
还建议，针对不同年龄的儿童及
青少年实施不同内容的性教
育。学校不仅要按照教材开展
性教育，甚至要自己编写适合幼
儿园、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
大学生的性教育读本。”

初中部每个年级
扩招1至2个班

“去年是我们学校成立十周
年，随着学校规模的日益壮大，
也为了更加贴近和适合初中年
龄段学生的学习和成长需要，学
校已经在长宁区的虹桥路建立
了一个新的初中学生专属校园，
为他们提供更加国际化、更具个
性化的学习环境、氛围和资源。”
包文骏在接受青年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新建的虹桥校区在环
境、面积、教学配套设施上，相较
于松江老校区都有了大幅度的
提升。

因此，他透露，未来包玉刚
实验学校初中部的招生名额也
会有一定幅度的增加。“我们的
初步设想是，初中部的每个年
级扩招 1 至 2 个班级的学生。”
去年9月，学校的六年级学生已

经率先搬入了虹桥校园。在未
来的几年时间里，学校也将采
取逐年搬入的做法，以稳健的
方式确保学生能够得到最大程
度的关心和帮助，推动学校的
有序发展。

包文骏介绍道，未来，虹桥
路的初中新校区还将不断进行
升级改造，打造具有未来感的图
书馆、具有特色的音乐和表演艺
术中心、启发灵感的艺术中心、
多元化的公共活动空间、高水平
高标准的室内体育中心等。

在虹桥校区的课程设置上，
也将与松江校区的初中课程保
持一致连贯性，继续保留以往

“上海+”课程特色，融合上海课
程和国际先进课程元素，确保同
学们在在初中阶段掌握中西方
学科知识精华。在授课语言上，
也将延续包校双语教学的一贯
特色。

生源选择更看重
家长教育理念与学校一致

在家长较为关心的学校生
源选择方面，包文骏表示，学校
并不是看家庭背景来挑选学生，
在选学生的时候肯定要会面见
家长，“但不是说我们看家长做
什么工作，主要是看家长教育理
念是否与学校吻合。”

包文骏还表示，学校有两个
计划支持家庭条件一般的学生：
一个是奖学金计划，一个是助学
金计划，“有些优秀学生既可以
享受奖学金，又可以享受助学
金。这些奖助学金都来自我们
学校的基金会。和许多其他国
际学校或者双语学校相比，包玉
刚实验学校最大的不同是，我们
是一所非营利学校。”包文骏称，
学校的所有收入均投入到学校
的日常运作和发展中。

包玉刚实验学校会否扩招？如何挑选生源？市政协委员包文骏：

初中部每个年级扩招1至2个班

25名委员联名呼吁性教育进课堂
委员建议，由教育部门牵头全力助推青少年性教育课程

一提及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对于其在上海教育界的较高知名度，许多
人都不会产生异议。在今年的政协会场，青年报记者就市民关心的学校入学
名额会否增加，在生源挑选上又有怎样的标准，采访了市政协委员、香港环球
教育集团总裁、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副理事长包文骏。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上海一名15岁的女孩对怀孕一无所知，竟在期末考试期间，将孩子生在
了学校的厕所里。多年前当市政协委员武俊青在两会上分享这个案例时，引
起与会者一片哗然。在今年的上海“两会”期间，已经连任四届市政协委员的
她拿出了精心准备的《关于性教育的建议》的相关提案，获得了其他24名委员
的附议。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包文骏介绍包玉刚实验学校新校区。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武俊青谈青少年性教育进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