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志愿者在云南漾濞县漾江镇双涧九年制学校试讲!女童保护"第一课 黄兴能 摄

! ! ! !对女记者们发起的“女童保护”行动，我
一直持肯定态度，也帮助她们修改教案。这
是民间自发提供保护儿童服务的开始，未来
如果能够推动政府采取行动，两者结合起
来，儿童保护网络也就建成了。

据我所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些年已
经在社区里尝试儿童保护项目，主要是依托
社区的力量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亲子教育，宣
传常见的性侵行为，只不过保护的概念并不
十分清晰。但那时候中国人觉得这事离我们
挺远的。

女童保护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我认
为第一步迈出后，应该有专业人士介入，从
专业角度告诉公众更为全面的知识。女童
保护意味着从女性的角色来看我们应该做
什么，现在讲性侵时，也往往把它放在最明
显的位置，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性侵对象
也包括男童，只是报道里还没有出现过这
样的案例，公众对这方面的资讯很缺乏；另
外，目前我们看到的性侵案例，大都发生在
校园里，但从全世界统计的数据来看，发生
在家庭范围内的更多。这些都需要让公众
全面了解。

保护儿童，民间力量很重要，但远远不
够，还需要建立国家制度。它包括几个层
面，一是立法，从法律上威慑有可能这样做
的人。如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就是强奸，要

从重处理，从事与儿童相关职业的人员如
老师犯了这种罪，应比一般人处罚更重；第
二，光有法律不行，还要有一套制度，让孩
子们知道怎么保护自己，这就是我们现在
做的事情，用通俗易懂的教材告诉孩子怎
么自我保护，告诉父母和老师怎么在日常
生活中引导孩子，察觉孩子有没有受到性
侵，并且知道事情发生后对孩子怎么做，对
施暴者怎么做，而不只是报告。国外在社区
设有专门的儿童保护社工，在学校里就与
学校社工对接，他们受过专门的训练，懂得
教育、宣传、发现与评估。法律是社工开展
工作的依据，但首先要有社工这个岗位。目
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很欠缺。最后要强
调的是，国家制度一定要建起来，否则民间
再怎么做都是白搭。

! ! ! !“女童保护”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但不
是一个很理想的做法。性侵是性教育中非常
小的一部分，独立出来做很危险，尤其单独
谈女童性侵更危险。对教育部、公安部、共青
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发布的“做好预防少
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一文，一些专

家很有看法，因为单纯谈性侵害根本无助于
避免性侵害，只有在全面开展性教育的基础
上才能有效避免性侵害。

如果只对孩子讲反性侵犯而不讲性的
正面价值，很有可能会异化成性的恐怖教
育、性的耻感教育，这将直接影响到青少年
未来亲密关系的建立。要告诉孩子们，性是
非常好的，但性侵是危险的。

我认为真正要做的应该是帮助青少年

健康成长，让他们有能力、有意识地实现自
我保护。要传输给他们全面的性知识，而不
是偏颇的。授教者要告知恋爱的好处、感情
的珍贵及处理不好会有怎样的后果等等，而
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恋爱会影响学习，性侵犯
可能会致意外怀孕。我们通常的性教育往往
是经过筛选的，希望孩子这样去做那样去
做，这是不对的，得让他们自己做决定，选择
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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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天上午，河南南阳市桐柏县性侵案在
南阳中院开庭。该县黄岗镇一村级小学教师
任教期间先后猥亵 !"多名 #$%%岁女生，涉
嫌多次强奸 &名女生。

今年 '月 !(日，云南昭通市大关县一官
员强奸 (岁幼女。昨天有消息称，被强奸的幼
女常做噩梦。)月 '日至 !#日，全国更是有 '

起儿童被性侵案连续曝光。
今年，“儿童被性侵”问题引起官方和民

间的重视。国庆节前，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
中央、全国妇联共同发布了“做好预防少年儿
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民间力量也在行
动，百余名女记者发起的公益行动“女童保
护”已在云南试讲第一课，并努力在各地发展
志愿者。

百名记者发起行动
孙雪梅，是北京新京报的记者，也是“女

童保护”的发起人之一。她介绍，今年 )月 '

日，海南万宁发生“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事
件以后，几个人气较旺的记者 **群和微信
群里就炸开了锅，大家怒不可遏，觉得应该尽
快行动起来，用业余时间为女童保护出点力。
“六一儿童节那天就正式发起了这个行

动，发起人是全国各地 %""多名女记者。”孙
雪梅说，这当中，除了北京核心团队的 !"多
名记者外，上海、南京、四川、河北等地都有记
者加入。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为偏远地区的女童做
防性侵培训。如此专业的辅导必须有专家指
导，她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专家帮忙出教
案。一直从事性与性别研究的性教育专家、北
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义务承
担起了这一工作。“女童保护”的另一发起人、
北京劳动午报女记者汤瑜主要制作了教案，
她和几名女记者还到国外网站上搜集了防性
侵知识，充实到教案当中。
“我们想从常识的角度告诉她们该做什

么、不该做什么。”孙雪梅说。

行动屡遭拒绝质疑
并不是每一个学校都愿意接受这样

“敏感”的培训。汤瑜说，公办学校顾虑较
多，基本上不予考虑。她们原计划去曾经发
生过女童被性侵案的湖北某地开课，但联
络后被政府有关部门严辞拒绝。与南京市
下属一个教育局联系时，也被对方以“没接
到上级通知”婉言谢绝。这样的困难，国内
其他一些做预防女童性侵害的公益组织也
曾经遇到过。

孙雪梅本来也是公益活动“免费午餐”的
发起人之一，于是她联系了合作关系较好的云
南漾濞县漾江镇双涧九年制学校、苍山西镇光
明完小两所学校，开讲“女童保护”第一课。
“起初我们也担心那里的观念能不能接

受这样的课程。”孙雪梅说，所以她们事先联
系了县委宣传部和教育局，并将教案和宣传
手册发给老师，看能不能给孩子们上这样的
课。“老师反馈说可以，我们才去讲。”

想法是好的，但操办起来后，才发现很多
事情处理起来必须慎重。比如，由并不专业的
女记者去授课，怎样避免授课时对儿童造成
负面影响，怎样才能让孩子们更好地接受。事
实上，也确实有网友对记者去讲课专业性如
何保证提出质疑。

男生女生同堂受训
“开课的时候，我们先告诉孩子们，马上

要讲一个爱护我们身体的课，先预热一下。”
孙雪梅和汤瑜是承担授课任务的老师，一主
一辅，现场还有其他记者旁听。培训的时间不

长，只有一课时。第一天上课的学生有 ("人，
!"名男生 !"名女生，从 &年级到 +年级的学
生都有，年龄是 ,$%&岁。&天一共有 %)"名
学生受训。
“男女同堂授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男童

也有被性侵的可能，二是要告诉男孩子，让他
们不要成为施害的主体。”孙雪梅说。
刚开始，孩子们还有点害羞。尤其是老师

在黑板上画出人体，教他们认识自己的身体，
告诉他们身体上哪几个地方是隐私部位时，
孩子们都低着头，红着脸笑。“从孩子们的表
现看来，虽然可能没有人特别告诉过他们，但
他们知道那个地方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是不
能说的。”孙雪梅说。

慢慢地，互动活动开始，气氛就轻松了许

多。有些活动需要孩子们上台演示，如假如有
异性在公共场合有意触碰他们，就要大声讲
出来，以此锻炼他们的勇气。

课程经过专家指点
在学生对性侵行为有所认识后，两名女

记者才讲了几个性侵案例。这是心理学家给
出的意见，如果一开始就讲，很可能给孩子们
造成心理负担。她们用的例子很具有贴近性，
是云南当地记者采访过的实际案例，几个女
生进宿舍后没关好门，被老师性侵了。显然孩
子们从未听到过类似的事情，都非常惊讶。
“我们去之前，请方刚老师专程做过培

训，他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如不要让孩
子们听了课，就对男性产生敌视和恐惧；还有

在公共场合，如果有人触碰你的身体让你感
到不舒服，要勇敢拒绝，但千万要强调生命最
重要的观念，如在偏僻环境下发生这样的事，
大喊大叫会要你的命，与生命相比，性侵还是
次要的，等等。”孙雪梅说。

短期内很难评估活动的效果，但从现场
反应来看，孩子们至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
转变。前来听课的校长说，以前从来没给孩子
们这么讲过。学校的老师们说，看到外地儿童
被性侵案件报道，也很担心，想和孩子们讲，
但不知道怎么开口。

孙雪梅介绍，由于团队成员都是靠业余
时间做，所以非常需要人手，现在正在微博上
招募志愿者，还特别期待有志愿者在各地发
展团队。

儿童遭性侵事件频发，百名女记者发起少儿防性侵培训

“女童保护”志愿者迈出第一步

本报记者 姜燕

保护儿童，还需建立国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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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面开展性教育 而不是单讲反性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