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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绘本为载体开展幼儿性教育研究

宋梦凡　周姝言　朱奕　张嘉怡　杨锐

成都大学　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近年来，幼儿性侵害案件呈频发高发趋势，上至国家，下至父母都越来越重视幼儿性教育。如何向幼儿开展性教

育成为了问题的关键，我们研究发现科学的性教育教材或绘本更有助于开展幼儿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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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进步，性教育的重要性渐渐

被大众所了解。在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陈玮呼吁在学

前儿童中开展性教育：“要实现健康中国，没有性健康不行；

要实现性健康，没有性教育不行；性教育不从儿童抓起不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于 2021 年将性

教育明确纳入学校的义务教育内容，规定学校、幼儿园应

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这一规定强调了

性教育的重要性，并明确了学校和幼儿园的责任，以确保

未成年人能够获得适当的性教育。近年来，社会新闻中时

常报道儿童受到性侵害的新闻，同时“性教育”也反复出

现在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中，这说明“性教育”不再是一个

人们心照不宣忽略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直面并建立起完

备应对体系的问题。绘本，作为一种深受幼儿喜爱的教育

载体，被誉为幼儿的“人生第一书”，形象生动，内容丰富，

寓意深刻，是幼儿学前阶段的最佳读物，通过绘本开展幼

儿性教育，让知识从抽象到具体深刻，更有利于幼儿学习。

2. 研究目的：

幼儿阶段是幼儿性发育的敏感期，同时也是性别角色

塑造的关键期，因此对于儿童高效且有实质性作用的性教

育由为重要。我们致力于对于儿童进行绘本形式的性教育，

是因为就目前研究所观，由于传统文化和家庭教育观念的

影响，我国儿童性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一些家长对性教育

存在误区，认为不应该与孩子谈论这个问题，或者认为孩

子不应该知道这些内容。因此，如何开展儿童性教育成为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幼儿也不能很好的接受传统说

教形式的知识传授方法，而绘本以其少量的文字、生动美

观的画面和简单易懂的故事情节，获得了儿童的青睐。

3. 研究意义 ：

3.1 理论意义：丰富性教育理论体系：绘本作为儿童文

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图文并茂、情感丰富等特点，为性

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载体。通过深入研究绘本在幼儿性教

育中的应用，我们可以拓展性教育的研究领域，丰富性教

育的理论体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传统的性教育往往侧

重于知识的传授，而绘本则更注重通过故事讲述和情感体

验来引导幼儿理解性知识。这种新的教育方式为幼儿性教

育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幼儿性

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弥补研究空白：目前，将绘本应用于

幼儿性教育的研究相对较少，存在一定的研究空白。通过

深入研究绘本在幼儿性教育中的作用和效果，我们可以填

补这一空白，为未来的性教育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3.2 实践意义：提高性教育效果：绘本以图画为主，文

字为辅，符合幼儿的认知特点。通过绘本进行性教育，可

以使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性知识，提高性教育的

效果。绘本中的故事情节和角色形象能够激发幼儿的兴趣

和共鸣，使他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性教育内容。促进幼儿

身心健康发展：适当的性教育对于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至

关重要。绘本中的性教育内容往往与幼儿的日常生活紧密

相关，能够引导幼儿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体和情感，培养他

们的性别认同和自我保护意识。这对于幼儿的健康成长和

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提供科学的教育工具：绘本作为

一种科学的教育工具，能够为幼儿教师和家长提供有效的

性教育手段。通过绘本进行性教育，可以使教育过程更加

生动有趣，减轻教师和家长的尴尬和羞耻感。同时，绘本

中的性教育内容经过精心设计，能够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

科学性。加强家庭与幼儿园的合作：绘本阅读可以成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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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与幼儿园合作开展性教育的重要途径。家长和幼儿教师

可以共同选择适合幼儿年龄和认知特点的绘本，通过亲子

阅读和讨论来加深幼儿对性知识的理解和认识。这种合作

方式有助于形成教育合力，提高性教育的整体效果。

4. 国内外研究现状：

2011 年国务院颁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11-2020) 》，

在儿童与健康的第 11 条措施中，提出加强儿童生殖健康服

务，将性与生殖健康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增加性与生

殖健康服务。但是，《纲要》也只是针对于性和生殖健康，

而不是性教育，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有些家长性教育观念

较为传统而忽视幼儿性教育以及幼儿园教师缺乏对性教育

绘本教学的专业指导等，导致幼儿性教育普及程度低，社

会上幼儿受到性侵害的案例屡见不鲜，全球 40 多年的研究

表明，儿童性侵犯是一个全球普遍存在的的重大社会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2014 年全球预防暴力状况报告》指出，全

球范围内每 5 名女性中就有 1 名、每 13 名男性中就有 1 名

在 18 岁之前受到过性侵犯。在中国，遭遇不同程度性侵的

儿童估算有 2500 多万，大约每 100 个里就有 8 个人曾遭遇

过，这些更加凸显了性教育对保障幼儿安全的重要性。所

以，以绘本为载体对幼儿进行性教育大有裨益。另外，在

当前时代环境中，关于幼儿性教育的绘本虽然存在但仍然

有诸多严重的问题。首先，缺乏科学、系统的性教育绘本，

没有专门的绘本指导政策，由此引起了许多“毒教材”案例。

更为迫在眉睫的是，幼儿性教育绘本使用率不高，推广度低，

因此加强幼儿性教育绘本建设和宣传力度具有重大意义。

以绘本形式大力促进幼儿性教育的普及到位，或许不能完

全根除猥亵、性侵等犯罪行为，但至少能让孩子们知道哪

些行为威胁安全，身处哪些境遇时需要及时脱险，主动揭发，

寻求保护。同时， 加大幼儿性教育绘本建设力度符合学前

儿童学习接受能力，更易理解，更能彻悟。

5. 研究方法： 

5.1 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和分析国内外关于幼儿性

教育、绘本教育等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了解当前的研究

现状、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方

法论指导。

5.2 访谈法：对幼儿园教师、家长及幼儿进行访谈，深

入了解他们对性教育的看法、绘本在性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以及存在的问题和需求。通过访谈收集一手资料，为研究

的深入提供实证依据。

5.3 观察法：在幼儿园的实际教育环境中，观察绘本在

性教育中的应用情况，包括绘本的选择、使用方式、幼儿

的反应等。通过观察获取直观、具体的信息，为研究提供

实证支持。

5.4 案例分析法：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绘本教学案例进行

深入分析，探讨绘本在性教育中的具体应用效果、存在的

问题以及改进策略。通过案例分析，总结绘本在性教育中

的优势和不足，为实践提供指导。

6. 研究思路及内容：

第一阶段我们分别对家长、老师、社会人士进行了对

于绘本对于学前儿童性教育的问卷调查收集了目前市面上

有的关于学前儿童性教育的绘本书籍，并且进行了阅读和

总结，咨询了学前教育的老师关于绘本对学前儿童性教育

的看法和意见，搜寻了学前儿童对于绘本的喜爱程度、学

前儿童学习接受能力、学前儿童对于性知识的了解程度。

第二阶段我们选取了几个有学前教育儿童的家庭进行走访，

了解了家长对于孩子性教育知识的关注程度和教育程度，

了解了小朋友们对于性教育的了解程度和对绘本对喜爱程

度，对小朋友们进行用绘本教育性教育知识和用直接讲解

的方式进行性教育，对比发现通过绘本的方式，孩子们接

受程度更高，并且通过绘本的方式，可以让性教育更好的

实行。走访了幼儿园，询问了园长、老师对于性教育的看

法和对于性教育的实行程度、教育方法。选取了两个班级，

一个班级运用绘本的方式学习性教育，一个班级运用普通

讲解的方式进行性教育。研究发现，通过绘本对于性教育

的开展，孩子们会被绘本所吸引，接受能力更高，学习的

更专注。而普通讲解性教育知识的班级，孩子们大多会在

十分钟后就开始走神，开始被别的东西吸引注意力，教育

成果并不是很显著，而且老师大多不能用很形象的描述来

进行教育，对于性教育还是比较难开口。两周后，我们又

走访这个幼儿园，对于接受过两种不同方式性教育的班级

进行回访。对比绘本与其他方式进行性教育的接受程度和

记忆时间。之后我们对调查结果进行聚类分析我们汇总了

各类人士对于性教育的重视程度、对于绘本性教育的支持

程度的数据，汇总了对于目前市面上绘本性教育类书籍的

占比情况，搜集了学前儿童的教育接受程度、学前儿童喜

爱的教育方式、对于性教育了解程度的数据。汇总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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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实地考察项目的数据：家长对于学前儿童的性教育程度、

绘本性教育和普通讲解性教育方式的教学成果、家长对于

绘本性教育的看法和支持程度。汇总了第二个实地考察项

目的数据：第一次走访：幼儿园对于性教育的实施程度；

绘本性教育班级的接受程度；普通性教育班级的接受程度

第二次回访：

幼儿园后续对于性教育的教育方式与程度，绘本性教

育班级的记忆程度，普通性教育班级的记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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