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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辅导》乐哉家庭 

 

 

儿童性教育（3）父母如何实行性教育？（讲员：周素琴） 

 

孩子从出生开始慢慢成长，进入幼年、青春期，长大为成年人，匆匆十多二十年，父母在他

们的成长经历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父母给予适当的教导、陪同子女成长的好机

会。上一次我们谈到父母进行性教育的“黄金阶段”，从零至十二岁，按照他们的生理和心

理成长所划分的阶段。今天我继续看第三到第六个阶段： 

 

3. 性蕾期 

 

二至四岁的孩子就进入性蕾期。这个阶段的性教育，能帮助孩子将来培养出性成熟的基础。

很多孩子在两岁左右开始玩弄自己的生殖器，也有孩子更早就开始了。遇到这种情况，父母

千万不要责怪孩子，反而要带领孩子用正确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身体。如果希望避免孩子玩

弄生殖器，父母可以给孩子穿封裆裤，并且每天给他们安排一些活动，来转移他们的注意

力。 

 

如果孩子当众触摸自己的生殖器，父母也不要用严厉斥责来阻止这种行为，因为这可能会让

他们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不好的评价。最好的方法是父母告诉孩子，那个地方是他们很秘密的

地方，不能让别人看到。这样说不会让孩子对自己的身体产生羞耻感，同时也可以教导他们

一些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方式。 

 

父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选择适合的时候和空间来教导孩子，让他们知道自己身体的哪个部

分不可以暴露给别人看见，而不是说那些部分不好。父母也要让孩子了解，哪些事情不适合

在别人面前做，但是他们可以在卫生间或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做。另外也要提醒孩子，有些事

情是男生、女生分开做等等。 

 

4. 依恋期 

 

孩子到了四至六岁，就进入依恋期。这个时候的孩子有一种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会出现“恋

父”或“恋母”的倾向。 

 

依恋期的孩子开始“恋上”别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他们的异性亲属，又叫做“恋父”

或“恋母”情结。在儿童性心理发展的过程当中，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而且被压抑在潜意识

里面，将来不仅有可能会恋上比他们年长的人，而且还可能会演变成为其他类型的精神疾

病，例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等。 

 

面对有这种倾向的孩子，父母可以做些什么呢？其实能够为孩子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就以

经可以为孩子的成长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父母可以在这个健康的环境之下，成为孩子的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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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为他们提供正确的性教育。 

 

首先父母要处理好彼此的关系，给他们一个温馨快乐的家庭环境。如果父母关系紧张，孩子

就很容易成为父母发泄怒气和怨气的对象。由于孩子年纪很小，他们缺乏社会经验，也没有

正确判断事情缘由的能力，所以他们常常会把父母之间关系恶劣的原因，归到自己身上，长

大以后会变得缺乏自信、胆小怯懦、性格软弱和行为退缩，又或者会变得闭锁、抑郁，严重

的可能会有自杀倾向。 

 

同性的家长可以成为孩子建立性别意识的楷模；而异性的家长可以成为孩子学习跟异性相处

的楷模。这两方面对孩子的成长带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都应该积

极地配合，一起养育孩子，给他们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当孩子慢慢长大，异性家长跟孩子

相处的时候要注意分寸，不要跟孩子过度亲密，避免让孩子形成不健康的人格。 

 

5. 潜隐期 

 

六至十二岁是孩童的潜隐期阶段，这个时候的孩子会出现假性同性恋状况。他们的性心理比

较平静，男孩喜欢与男孩作伴，一起玩一些比较剧烈和有冒险性的游戏；女孩就喜欢跟其他

女生一起玩，例如跳舞、唱歌、看电影这些比较温和一点的游戏。这种“假性同性恋”状态

没有成人的性意识与欲望，可是将来如果在性心理发展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会成为同性恋

形成的心理根源。 

 

随着孩子的年纪慢慢长大，甚至开始进入青春期的阶段，父母面对潜隐期阶段的孩子，就不

需要刻意去回避性问题，反而要让孩子学会尊重自己和别人的身体。既然已经不需要刻意避

讳性问题，父母可以尝试跟他们谈论相关的事情，越早开始越好。要向学龄前的儿童进行性

教育，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平常对他们的提问，或相关行为给予适当反应，千万不要逃避问

题，或责备孩子提出这些问题，这样会带来不好的效果。 

 

当孩子有性问题的时候，他们不需要通过别的途径去了解，因为他们从父母身上就可以学到

很多东西，同时谈论性的话题，也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只要父母先以开放的心态来开始性

教育，孩子就能够对性建立一个健康和正确的态度。 

 

6. 青春期 

 

在性教育的第六个阶段，对大部分的子女来说，就等于是在家里面当“孩子”的最后四、五

年。这个阶段通常是十三至十七岁，甚至到十八岁，这可能是孩子准备离家去上大学或工作

的最后训练机会，所以父母应该继续跟儿女保持良好的沟通，建立亲密的关系。 

 

父母可以为子女做以下几件事情，帮助他们将来离家和自立，同时也带领他们学习一些知识

与技能，将来无论是工作、升学、交异性朋友、恋爱，甚至结婚，都能够为自己作出合适又

正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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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可以帮助孩子了解自己身体的发育过程，每个人的速度不同，让他们进一步认识男

女性关系和生产的过程。 

 儿子到了十三岁或女儿到了十二岁的时候，给他们举行一个“成年礼”。 

 鼓励子女有适当的社交生活，交同性和异性朋友，甚至可以带到家里给父母认识。 

 劝勉子女在被异性吸引或吸引异性的时候，要感到自然，明白与异性交往的界线。 

 帮助子女明白自己的身体虽受之父母，但都是造物者独一无二的杰作。父母要鼓励子女

珍惜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好好处理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各种感觉和情绪。 

 父母可以在家里面跟子女坦承地谈论关于性关系方面的问题，例如手淫、口交、同性

恋、色情网站、酗酒、吸毒等等这些不容易谈的话题。 

 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可以跟子女谈谈一些话题，例如：价值观从哪里来？以什么作为标

准？圣经的标准是什么呢？圣经的教导适合这个时代吗？父母也可以跟子女谈贞洁的话

题，帮助他们主动在肉体接触上画一个适当的界限，作出有智慧的决定。 

 父母要以身作则，努力保持与上帝亲密的关系，成为子女的好榜样。 

 如果学校有性教育课程，父母可以主动跟子女讨论相关的内容。当发现这些教导跟自己

的价值观不同的时候，要让子女知道如何面对，并且能够公开讨论。 

 父母要在心理、感情和关系上多给孩子鼓励和肯定。 

 如果子女谈恋爱的时候做了不正确的决定，父母千万不要反应太大，因为这样会破坏亲

子关系。有时候父母要多给恩典，跟儿女在错误中一起成长。 

 父母必须好好地经营婚姻关系，让孩子有安全感，并且成为他们将来建立婚姻家庭的模

范。 

 父母要学习一步一步地放手，让孩子在这四、五年的青春期里面，可以离家上大学或出

外工作，自己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父母尽上本分，以身作则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是最亲密的同行者，所以父母必须在教育孩子上担任核心角色，

包括性教育，千万不要将责任推给学校或其他群体、媒体。父母必须记住自己的三个重要身

分： 

 

1. 敬虔的父母 

 

作为爱主的信徒，父母必须活出基督的样式，做一个敬虔的人，所以他们要勇敢承担教育孩

子的责任，并且以身作则。不要单单看重子女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道德

观和价值观，使他们成为一个生命健康的人。 

 

2. 有权柄的父母 

 

箴 29:17 教导我们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子女是神

的产业，并且托付给父母来管教，所以父母绝对拥有管教孩子的权柄。父母可以在学校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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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家长的力量，同心帮助下一代建立正面的价值观。 

 

3. 积极参与的父母 

 

教育孩童的责任，必须由家长、学校、教会和社会一同承担，所以父母的角色是不可缺少

的。无论是社会问题，还是孩子成长，甚至是子女对性的疑惑，都跟父母息息相关，所以家

长必须关心，并且作出适当的响应和教导。 

 

向子女进行性教育之前，父母必须持守刚才提到的三个重要的身分，并且要先作好准备，例

如反思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如何学到性知识呢？那些性观念和知识会不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行

为和价值观呢？父母透过反思，可以发现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在家庭、学校、文化、信仰等

等的各个方面，如何影响自己对性的看法和价值观，这些观念必定会影响自己的下一代，所

以必须小心留意。 

 

家庭性教育的重要提问 

 

在中国人的社会，要公开讨论与“性”有关的话题实在不容易。父母可能不敢主动讨论，因

为怕尴尬，觉得这些话题很羞耻。另一方面，就算有勇气跟子女讨论，父母自己可能也认识

不多，一不小心，就会给子女错误的概念。以下有十个家庭性教育中比较常见的问题或情

况，面对这些状况，我们应当怎样回应呢？ 

 

1. 如果两夫妻都是性格内向、害羞、不擅辞令的人，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性教育课程，他

们可以向孩子教导性教育吗？ 

 

如果父母都是基督徒，他们除了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导之外，也可以参考一些资源，例如一

些推行家庭计划的机构和部门，他们会制作很适合孩童和青少年的性教育书籍、教材套，这

些可以帮助父母在家里面推行性教育，让孩子有健康的心性发展。所以就算父母自己口才不

好，比较内向、害羞也不要紧。 

 

“性”是整全人格的一部分，而性教育不仅提供正确的性知识，也包括培养孩子的健康性观

念和态度，所以父母的身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父母将这个责任推给社会、传媒、学校或孩

子的朋友，使他们建立了一套不合乎神心意、扭曲的性观念，以及模糊的道德界线，这必定

会损害子女的心灵。 

 

2. 孩子现在只有两岁，是不是不用急着对他进行性教育呢？ 

 

为人父母的，不以为孩子年纪小就什么都不懂，千万不要等到孩子发育的时候才进行性教

育，因为孩子的心性发展从零岁就开始。在婴儿时期，孩子从父母的拥抱、喂哺、替他换尿

布等等的身体接触当中，就开始感受到父母的爱和关怀，而他们对同性和异性父母的连系，

也会影响他将来跟同性和异性建立关系的态度，例如他们会拒绝或接纳；感到疑惑或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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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父母对性的观念和态度，有哪些方面需要留意呢？ 

 

首先父母要澄清自己对性的一些误解，这样就会比较容易开展家庭性教育。父母必须小心留

意以下四个误解： 

 

a. 性是污秽的、是禁忌、不可谈的：其实性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是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有

的，也是神看为好的（参创世记 1:24、27），所以父母不要觉得性是羞辱、污秽、不可

说出口的事情，反而要态度自然、不回避、不觉得尴尬地去跟孩子分享，这样孩子就会

放心，并且愿意坦白跟父母谈心中对性的疑问。孩子对性好奇是很正常的，因此父母不

要责备、惩罚，不要让他们有犯罪感，或者产生反叛心理。 

 

b. 性 = 性行为：刚才我们也提到性教育的内容，当中不仅是包括性行为，而是广泛地包

含了孩子的生理成长、性心理的发展、性别身分认同、与异性相处等等的范围。父母教

育的时候要全面涵盖这些内容，免得让孩子对性建立一套不整全又不正确的概念。 

 

c. 解答孩子性问题会带来反效果，例如他们听了知道，可能会很想发生性行为：其实父母

解答孩子的性问题的时候，必须要告诉他们婚前性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并且警告他们

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尝试，为自己和另一半带来更大的伤害。一般来说，孩子的好奇心

被满足了，他们就不会不停追问，也不会想自己去尝试。 

 

d. 有些父母觉得自己很难坐下来，跟孩子正正经经地谈“性”的话题，不知道该怎样办。

如果父母因为怕尴尬而不敢正经地跟孩子谈性，觉得这些话题不应该讲出口，这些父母

可以尝试利用日常生活的一些场景，作为性教育的好时机，例如父母帮小孩洗澡的时

候，可以教他们身体器官的正确名称；看见电视播放亲密的镜头，父母可以向孩子解

释，成年人在什么时候可以有亲密行为等等。 

 

4. 三岁的儿子有时候喜欢伏在床上磨擦下体，样子看来很兴奋。这是自渎的行为吗？父母

应该怎样回应呢？ 

 

父母应该把小孩表现出来的性反应，跟成年人的性冲动分别出来。孩子对身体的探索、好

奇，甚至透过抚弄而产生快感，这些都是孩子认识自己身体的方法，就好像他们对其他事物

的探索、好奇和试验一样。以上的行为并没有性欲或性兴趣的意味。如果男孩洗澡的时候玩

弄自己的性器官，父母其实不需要凶巴巴地责备他或打他的手，因为这样反而令他对自己的

性器官产生一种羞耻感和罪恶感。父母可尝试让孩子认识身上的性器官，以及他们的功用，

带着正面和健康的态度来介绍。此外，父母要避免孩子太无聊，因为他们可能会因为没事干

而用自我刺激的方式来解闷。 

 

5. 八岁的女儿说：“我跟爸爸亲吻会不会生孩子啊？”父母应该怎样回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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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可以告诉女儿：“和爸爸亲吻代表爸爸跟你的关系很亲密，不会生孩子的。”由于孩子

在不同阶段都会有兴趣知道婴孩是怎样来的，成年人不要随便讲一个答案来瞒骗他们，反而

要配合孩子的认知能力来向他解释清楚。父母可以告诉四、五岁的小孩子：“婴孩是妈妈生

的。”他可能已经满足；六、七岁的小孩子可能会追问：“婴孩从妈妈身上的哪个地方出来的

呢？”这个时候，父母可以用图画或洋娃娃来解释哪里是产道；至于八、九岁或以上的孩

子，要厘清他们的疑惑，父母也可以用图画来教导他们男女身体结构、男女相爱结婚，以及

生育怀孕等等的事实，当然也要他们知道自己的出生是基于父母的相爱和尊重。父母对孩子

的出生肩负了重大的责任，也是神所喜悦的。 

 

6. 十三岁的儿子要用电脑做功课。有一天，他的父母无意中从互联网记录里发现，他曾浏

览一些色情网站。父母不敢质问他，却担心他沉迷下去，身心受影响。父母该如何处

理？ 

 

孩子踏入青春期的时候，就会对性产生好奇和幻想。网络是既方便又省钱的方法，来满足他

们的性好奇。父母知道孩子看色情网站，当然不可以视而不见，可是也不需要发脾气骂他一

顿。父母发觉青少年子女的性好奇之后，可以告诉他们，不需要神神秘秘地去偷看色情刊

物、电影、网站等等，因为我们可以从许多正当的渠道，得到正确的性知识。父母也要让孩

子知道，他们其实很了解孩子在性欲上的需要，然后解释如何用活动、运动等等把它升华。

另外，父母要向孩子谈谈色情媒体的问题，例如当中的内容夸张失实、贬低女性尊严、扭曲

两性关系，透过这些画面来刺激读者和观众的感官。在现实生活中，性表达要合乎社会和人

伦道德的规范，也不应该抽离情感关系而独立存在。父母透过跟子女一起讨论传媒对性的态

度，彼此就可以更了解大家在这个课题上的观点、尺度，不再让“性”成为禁忌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