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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同和接受性教育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教学应当走在发展的前面。新时代教育体系正逐渐向全民化

终身化方向发展，性教育课程设计也应该向开放的社区型方向转变。本文从性教育课程的教学模式与课

程标准两方面展开讨论。此外，预测了性教育课程在解决职场困境、两性信息壁垒以及旧有婚姻中不合

理任务分配等社会问题上所能产生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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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he duty of every citizen to recognize and accept sex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hould be ahead 
of development.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is gradually developing in the direction of 
universal and lifelong education, and the design of sex education curriculum should also change to 
the direction of open commun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bjectives and teaching modes of sex-
uality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addition, it predict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sex education curr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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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 on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workplace dilemmas, gender information barriers, and 
unreasonable task allocation in old marri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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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性教育”频繁出现在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和大众视野中，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开

设科学正确的性教育课程有助于学生建立平等和谐的性别知识体系，深入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

在素养。然而，目前各级各类学校对性教育课程的开发仍不成熟。因此，本文旨在从性教育课程设置目

标的角度出发，在全民学习的基础上，针对性教育课程设计问题进行探讨。 

2. 性教育课程的设置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人类社会需要通过教育不断培

养社会需要的人才，需要通过教育来传授已知、更新旧知、开掘新知、探索未知，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更好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1]。性教育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的责任。其内容和

目标是：消除性神秘和性迷信、消除有害的性禁忌、消除性愚昧和性恐惧，普及性科学，建设性文明[2]。
社会必须认识到性教育的必然性、重要性、支撑性以及现状的紧缺性、遮掩性、困难性，必须将性教

育摆在与素质教育同等的地位，要求各界重新认识、接受、理解真正的性教育，脱离封建思想的糟粕沼

泽。 
性教育课程的设立会给人们呈现出系统的科学的性知识，有助于受教育者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

态度和价值观，从而确保其健康、福祉和尊严[3]。目前，中国初级中学开展性教育的主要方式是将性教

育融入其他已有的课程中，性教育通常是借助心理课、生物课、思想品德课等现有课程，以及通过班会

课等形式来开展[4]。在这种没有制定实践中具体的课程标准或指南的情况下，初级中学难免会把大部分

重心倾斜在学科课程上，性教育的重要性就会被大家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归根到底是性教育课程与学科

课程地位的不平等。政府和社会必须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中心思想，在对待性教育的问题上认识

到性教育并不是某部分地区，部分人民，部分阶层陶冶情操的选修，而是每个公民必须完成的义务。 
性教育课程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社会对性教育的关注程度，正确的引导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性教育理

论知识和实践应用，拒绝把性教育的重要作用羞耻化、扁平化，甚至糟粕化。帮助国民重塑正确的健康

观、道德观、婚姻观，最终达到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理想效果。 

3. 全面性教育课程的课程设计 

3.1. 全民教育背景下的性教育课程教学模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建设全民学习，所谓全民学习，就是人人都有便捷的学习条件，强烈的学

习愿望和自觉的学习行为，学习、工作、生活相融通。性教育的开展必须做到普及化、科学化、全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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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党的目标为自身教学模式的指导方向。教学对象必须包括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儿童和青少年是接受

性教育的主力军，只有新一代不再为旧的思想所驱使，接受符合新时代思想要求的教育，才有解放思想，

加快建设美好中国的可能。并且，让成人也接受性教育更是实施性教育课程必然要求。 
在提供便捷的学习条件方面，性教育课程将提供线下线上两种教学模式。线下教学模式主要针对两

种学龄学生。第一种是小学和初中学龄的学生，这一年龄阶段的学生身心发展蓬勃旺盛，但是容易受外

界的干扰，所以适用面对面的授课方式，辅以趣味性和生动的教学方式更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而使用电子设备进行教学可能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得到相反的教学效果。第二种是大学学龄的学生，

这一年龄阶段的学生身心情况和各项能力都已成熟，通过线下教学方式会让学生对性知识的印象更深刻，

在遇到难题和困境时，也可以向师长和同学寻求帮助。针对中国高中学生学业繁重的问题，不考虑对其

进行系统和的性教育教学范围，但是要求每班每半月组织学生观看一部受国际好评的性教育的电影以帮

助学生开拓视野，更加科学理性的看待性问题。线上教学模式主要针对步入社会的学生和在职工作者，

以不增加额外负担和占用工作和休息时间为原则，通过直播或录播的授课方式把教学内容短而精的教给

学生，让学生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学习。同时提供答疑服务和咨询热线，确保每一位学生真正理

解并将性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 
在培养学生强烈的学习愿望和自觉的学习行为方面，在课程教学期间可以要求学生与学生之间，学

生与老师之间，学生与家长之间进行学习复盘，以被讲授的一方是否接受为评价好与坏的标准。对于积

极科普学习内容的学生进行适当程度的物质奖励，例如学费减免或课程福利等鼓励措施。随着人们对性

知识的了解逐渐深刻，学习与生活已然密不可分。学生会明白接受并掌握科学的性知识与自身安全、健

康和权利息息相关，进而把强烈的学习愿望和自觉的学习行为内化为本身目的。 
在融通学习、工作、生活方面，性教育课程的教学策略应以真实性，常见性和迷惑性作为指南。积

极创办种类丰富的情境演绎课题，学生们根据所学，判断问他人言语或行动的正确与否和做出合理的反

应。以细节和结果作为评分标准，检验学生们一段时间的学习成果，根据成绩及时反思和改进。 

3.2. 性教育课程的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 

性教育课程的课程设置性的生理结构课程、性行为课程与性健康课程包括三个方面。 
性的生理结构是两性之间唯一的差距。在该课程的教学中，性的生理结构并不作为教学的重点。应

该把教学重心放在如何让学生能够明确生物意义上的生理结构差距并不能代表或衍生到其他方面，例如

颜色挑选，爱好习惯，不能因为生理上的差距就赋予两性不同的意义和责任。锻炼学生警惕任何以性为

筛选条件的定义和要求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和生存生活能力。性的生理结构课程的培养目标分

为两个方面。在生物知识方面，做到让学生以学会性知识为荣，不以学性知识为羞耻。在能力培养方面，

打破长久以来对于性的“本该”思想，要求学生学会主动挣脱外在束缚与性别标签化，注重内在责任感

与使命感。借助真实情境模拟课程，重点培养学生掌握“话语权”意识和勇气，敢于与封建糟粕做斗争，

在坚定信念的同时也向其他人传输科学的思想。 
性行为课程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不为他人意志而转移的独特存在，自主判断是否进行性行为。性行

为的对象有同性，异性和自己本身，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对象是正确性行为的基础。课程必须确保学生真

正了解性行为的真正内涵，能在成长过程中自行判断话术陷阱与规避社会诱惑，时刻做到清醒、清楚、

清晰。性行为课程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意识到性行为在整个人生中是与呼吸、眨眼等生理动作的意义相

同的行为，是身心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生活生存的手段之一。而对于人来讲，性行为的作用不仅仅是为

了繁衍生息，更大的作用是愉悦自己的身心，一切暴力的、不令自己舒适的、违法的、违背道德底线的

性行为都是错误的。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615


孔露霖 
 

 

DOI: 10.12677/ae.2024.144615 982 教育进展 
 

性健康课程是培养学生成身体、情感与心理三方面健康状态的核心。要把两性关系放在平等的地位，

培养学生能够敏感捕捉社会环境中隐性的性别歧视，并有指正的勇气。性健康课程的培养目标是提高学

生的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让每一位学生清楚的认识到自己有被伤害的可能，尤其是提高男性学生的敏

感程度。要培养学生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明确哪些行为和语言对自身或他人构成性侵害、性歧视或

性骚扰。在对方侵害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不顺从，不忍受，必须明确指出对方错误并进行维权处理。在

自己有意或无意侵害对方合法权益时，不以“玩笑”作为借口，不用“大家”作为理由，在第一时间真

诚道歉并做出合理补偿以取得对方的原谅。 

4. 预测性教育课程将带来的积极影响 

4.1. 职场困境问题可能得到解决 

王伶鑫认为就业性别歧视程度较深是目前城市女性面临的职场发展困境之一[5]。从经济学视角来看，

就业歧视是指具有相同生产率特征的劳动者，仅仅因为所属的人口群体不同而受到不同待遇的现象[6]。
从根本上看是落后的错误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消极阻碍作用的原因，而性教育课程的作用之

一就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改变落后的错误的思想文化，让社会觉醒两性平等意识。 
之所以男性就业者不容易经历“玻璃门”问题，是因为在错误的思想中“男性”与“能力”画等号，

并且男性工作者的法定假期少于女性工作者，可以更大程度上服务于工作。但是受到性教育课程培养的

学生会意识到能力并不来源于性别，而来源于个人。作为人才招聘的一方，不能因为性别而有所偏爱，

应该理性公正的选择出最适合自己工作岗位需要的人才，不被糟粕思想所左右。作为被招聘的一方，在

社会环境有所改变之前，女学生不因自己性别而自暴自弃，学会自信自强自爱自立，懂得抓住每一个可

以展示自己的机会向外界发声，争取与自己能力相符的岗位；男学生不因自己的性别而沾沾自喜，学会

深度思考“职场红利”现象的内在原因，提高对“职场红利”的危机意识和警惕性，认识到自己也是这

错误社会存在的受害人，从而使所有学生团结一心解决职场困境问题。 

4.2. 冲击两性信息茧房 

“信息茧房”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桑斯坦提出：“网络虽然能够带来更多的咨询选择和更便捷的信

息搜索，但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信息和使自己愉悦的通信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

样的‘信息茧房’之中”[7]。信息时代，大数据推送已经成为人们“看世界”的主要途径。随着“用户

喜欢看什么，就推送什么”的“个性化推荐”越来越普遍，个人所接受到的信息面开始变窄，同一个应

用程序在不同人的手机里简直是“两副面孔”，宛若是在数字世界中织造出了一个个独立却不相通的“茧

蛹”[8]。而近几年在网络上爆火的关于两性问题讨论的帖子下，“信息茧房”问题尤为严重。在一条有

关女性独立的视频下方，男性与女性所看到的评论截然相反。大部分女性看到的评论全部是鼓励自立自

强与经验分享，反观大部分男性看到的评论则是“传统思想”：女性应该关注好自己的灶台。 
然而，走在新信息前面的一定不是人们的旧兴趣；新思想的启发也一定不依赖人们的“老偏见”。

想要“破茧”，必须主动。性教育课程要求学生在思想上保持清醒，不能偏听偏信更不能不听不信。在

面对互联网上纷杂的消息时，应该以内心作为判断的标准，而不是关注赞同人数的多少。对正确的观点

进行学习，对错误的观点提高警惕。性教育课程鼓励学生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面对“信息茧房”拒绝画地为牢，遇到错误糟粕的观点时主动传播正确的思想发表自己的观点，

受到反驳时不以口舌成败作为目的。在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被无形的“茧房”困住时，应该与其他同学搜

索同一条帖子，互相交换评论区的内容查看是否一致。长此以往，带动社会各界共同思考科学正确的两

性关系以有效的突破“信息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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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破除旧婚姻的不合理“内外”分配结构 

《礼记·昏义》中提到：“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邵凤丽认为“求内

助”是传统婚姻的直接目的，这也是“妻”字的本意。妻子的工作就是劳动，而内助不仅限于家务劳动

[1]，一些大家族还要求妻子立德、立言，用良好的品行为夫家赢得荣誉[9]。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的所有女

性，即使不成为妻子也是需要参加工作进行社会劳动的，所以传统社会对于婚姻的分工已经远远不适配

当下社会婚姻的需求。随着人们逐渐把关注重心转移到生活质量上来时，面对新的经济基础，原本的上

层建筑必须随之改变。 
性教育课程教育学生不以性别作为索取和奉献的理由，明确现代社会的女性对于自己的工作事业和

家庭琐事并不是一道二选一的单选题，也不再是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利他”标签化象征。家庭内务是不

可避免的，但是内务分工是可以改变的。当接受过性教育课程的学生成为婚姻的一方时，应该与另一方

理性讨论与分配家庭内部问题，或许利用科技便利，或许把家庭内务酬劳化聘用专业人士进行管理。总

而言之，正确的思想是社会进步的根源，性教育课程是新时代下的婚姻关系改变的重要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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