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到「性教育」，我們容易聯想到性生理知識的

「性健康教育」，但是性教育不僅僅只有生理性，

從人類發展的角度還需要關注其他方面，包括親密

關係、身體形象（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情感

教育、性別教育（性別角色、性別認同）、性暴力

等。從發展的角度來看，也可以想成性教育包含良

好的生理、心理以及健康的人際關係。 

從性發展的角度看性教育 

有時候我們會用模糊的方式談性器官，例如：在談

論陰部的清潔時，用「小鳥鳥」、「小妹妹」要洗

乾淨等模糊的方式泛指外生殖器，大人可以保持與

孩子之間的童言，但同時也要注意正確的名詞才有

助於教育及溝通。其實性器官就如其他身體器官一

樣自然，還有其他與性教育有關的知識，如：月

經、性疾病、避孕工具等，都需要正確的傳達。 

每一個大人都很重要 性發展在每一個年齡階段 

越輕鬆自然的談性發展，孩子越能放心與信任 

過去的經驗可能讓大人在談論性的時候，難免感到

不自在，可以試試看在和孩子談之前，先尋找相關

的資源，或以開放的心看看其他人是如何做的，用

適合自己的方式和孩子談。大人亦不用全知，即使

真的不會也沒關係，可以把握和孩子一起學習的機

會。 

有些人會誤以為性教育是從孩子的第二性徵（邁入青

春期）開始發展時才需要性教育，但是人類的身體器

官從出生就存在，孩子約在 2 歲就會對自己的身體部

位感到好奇、會想觸碰他人的身體、會有愉悅或厭惡

的情緒，也會詢問自己是怎麼來的。孩子需要大人以

他們能夠理解的語言，在不同的階段適當的回應。 

用正確的名詞教育孩子 

保護孩子是大人的責任 

有些人會認為性教育是要教育孩子要「懂得保護自

己」，但是孩子的身體比大人瘦小，多數時候遇到

危險可能也無力反抗，如果我們把「保護自己」的

責任交給孩子時，當不幸的事情發生時，孩子可能

會陷入自責/害怕被罵，反而不利求救。大人要做的

是教孩子覺察及辨識：哪些接觸是好的接觸？或是

不當的接觸？而當不幸遇到對方不恰當的行為時，

如何安全地離開環境。 

我們的文化讓我們不習慣談性，認為這是隱晦的事

情，只是大人必須知道，孩子會好奇，也需要學習

到正確的知識。若家長常有意無意迴避性相關問

題，那麼孩子自然會覺得這是家中的禁忌話題。 

性教育與學科（如：數學、自然）不同，性教育除

了生理知識上的學習之外，還包括了認知、情緒、

社會文化、互動等方面，孩子所接觸的大人都會影

響孩子如何看待性和情感關係，如：大人表達情緒

及處理感情的方式、對性的看法、家裡對不同性別

的態度、與孩子在身體上的互動模式等等。 



另外，除了身體接觸，有一些看不到的界線，如：孩

子在作畫時不想被看、不想在其他人面前換衣服；孩

子也會有不想被迫觀看他人隱私的時候，如：不想和

其他兄弟姊妹一起洗澡了、不想看到只穿著內褲的大

人，這些界線大人也需要一併尊重、引導孩子能說出

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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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孩子在找回應方法並嘗試拒絕的過程中，是需要

大人友善的傾聽孩子內心的想法，不斷給予心裡和行

動上支持的喔！  

我們從小就會讓孩子認識身體每一個部位和它的功

能，與性相關的器官當然也包含在裡面，依照孩子的

年紀和發展，用孩子可以理解的方式說明。並且大人

可以讓孩子知道，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也

都一樣重要，希望孩子能夠喜歡自己的身體、愛自己

的身體。 

從身體教育的概念 

讓孩子愛自己的身體 

培養孩子的身體自主權 

引導孩子覺察感受並尊重界線 

大人可以讓孩子知道，當別人要碰觸你的身體時，需

要經過你同意。反過來，當孩子要碰觸別人的身體時，

也需要得到對方明確的同意，如此才能尊重彼此的身

體自主權。 

每一個人的身體是屬於「個人的」，擁有「身體自主

權」。有自己的感受，有喜歡或是討厭的感覺，每一

個人的「允許範圍」或是「厭惡範圍」可能都不一樣。

例如：有些孩子不喜歡玩搔癢遊戲。此時即便是孩子

身邊親密的人，都得尊重孩子的感受。這份尊重會讓

孩子產生出「這是我的身體，我可以決定」的自主意

識。 

當孩子對自己身體有自主意識，自然地也會劃出心裡

的「身體界線」。對於身體的意識與界限不會永遠不

變，會依部位、情境、對象、當下的心情等改變。我

們可以透過這些分類，和孩子討論他的感受有都一樣

嗎？或是有所差異。例如：跟阿嬤玩搔癢 遊戲的時

候只喜歡搔癢肚子、不喜歡爸爸在我看電視的時候玩

搔癢遊戲、心情不好的時候只想要抱一下，不想要搔

癢遊戲。即便是在玩的當下，也可能隨著玩的方式改

變，突然不想玩了也是有可能的。  

當我們示範如何尊重孩子的感受，就可以培養孩子區

辨「這是不是一個好的接觸」的敏銳度。孩子能夠辨

識之後，可以再與孩子討論如何有效拒絕不喜歡的接

觸。可以從孩子生活中會接觸到的人來想想看，依照

情境、對象、危機程度討論。如果這個人對孩子或希

望孩子做不喜歡的事情，可以怎麼回應？方法可以

有：說出自己不喜歡的感受、轉移去做別的事情、去

找其他大人幫忙等。 

陪孩子一起練習說不、討論拒絕的方法 

對孩子而言，要向別人說「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情。孩子在情境中可能會擔心被罵、害怕拒絕後對方

會不喜歡自己等。所以預先和孩子一起討論出合適的

回應方式與練習是重要的，也可以避免孩子在當下不

知所措（尤其是危險的時候）。同時也可以讓孩子知

道，和其他人相處時，對方也有拒絕你的可能，讓孩

子漸漸提升同理心，進而尊重彼此。 

說「不」其實不太容易 和孩子談性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