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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阶段是培养国家未来人才至关重要的

阶段ꎬ我国儿童性健康与性发展一直得到国家多项法

律、政策的支持[１] ꎮ 全面性教育(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ｘｕ￣
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ＣＳＥ)是一个基于课程ꎬ探讨性的认知、
情感、身体和社会层面意义的教学过程ꎬ目的是使儿

童和年轻人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ꎬ从
而确保其健康、福祉和尊严[２] ꎮ 本研究以全面性教育

教学内容和教学理念作为基点ꎬ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

的课程标准和教材进行分析和评价ꎬ尝试为我国性教

育课程建设与实践提供参考和建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以联合国 ２０１８ 年颁布的«国际性教

育技术指导纲要(修订版)» (以下简称«纲要»)作为

政策、课程标准和教材内容分析的参照ꎮ «纲要»旨在

提供对全面性教育的理解ꎬ分享基于科学研究和证据

的指导性建议ꎬ协助政策制定者、教育者和课程开发

者ꎬ以提供高质量的全面性教育ꎮ 第 １ 版 « 纲要»
(２００９ 年)对在世界各地开展的 ８７ 项研究的结果进行

回顾分析ꎬ修订版«纲要» (２０１８ 年)在第 １ 版基础上ꎬ
对 ２２ 项严格的系统评估和 ７７ 项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

进行证据回顾ꎬ所涉及的国家范围广泛ꎬ结果具有代

表性[２] ꎮ
«纲要»共有 ８ 个核心概念:关系ꎬ价值观、权利、

文化与性ꎬ理解社会性别ꎬ暴力与安全保障ꎬ健康与福

祉技能ꎬ人体与发育ꎬ性与性行为ꎬ性与生殖健康ꎮ 每

个核心概念下分为 ４ 个年龄段(５ ~ ８ꎬ９ ~ １２ꎬ１２ ~ １５ꎬ１５
~ １８ 岁及以上)ꎮ ８ 个核心概念共涵盖了 ２７ 个学习

主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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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结合高凌飚[３] 总结的教材分析模型和胡

定荣等[４] 指出的教材分析中的要素、关系和组织原

理ꎬ以«纲要»８ 个核心概念作为课程标准和教材分析

的 ８ 个维度ꎬ分析对象为义务教育阶段 １９ 项课程标准

(由教育部 ２０１１ 年颁布ꎬ包括语文、数学、英语、初中

科学、地理、历史、历史与社会、美术、品德与社会、品
德与生活、思想品德、日语、俄语、生物学、体育与健

康、物理、化学、艺术、音乐) [５] 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义务教育阶段教材(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出版的且各

年级正在使用的教材ꎬ含道德与法治、语文、科学、数
学、英语、美术、音乐、体育与健康、品德与社会、历史、
历史与社会、日语、俄语、生物学、地理、物理、化学、思
想品德ꎬ共 １４６ 本)中的目标要素、内容要素、练习活

动要素和编写要素(语言表述与插图设计)ꎬ目的在于

分析和评价课程标准与教材中的全面性教育内容的

可靠性、全面性、可行性和有效性ꎮ 其中ꎬ课程标准与

教材并非同级分析材料ꎬ本研究以课程标准作为首要

分析材料ꎬ在对课程标准分析结果的基础上ꎬ基于«纲

要»对教材各要素进行分析ꎬ以进一步分析教材各要

素的来源、合理性和不足ꎮ
具体分析过程采用解释结构模型法(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ＩＳＭ) 的思路ꎬ对课程标准

和教材中的信息进行提取和结构化梳理[６－８] ꎬ并结合

高凌飚[３] 总结的教材分析层次ꎬ从课程标准与教材中

收集资料与数据ꎬ根据本研究教材分析模型划分的 ８
个维度对课程标准和教材进行描述性分析ꎬ在分析的

基础上从“可靠性” “全面性” “可行性”和“有效性” ４
个方面对课程标准与教材进行评价ꎬ最终提出使用建

议与改进意见ꎮ
１.３　 分析过程　 首先ꎬ对«纲要»８ 个核心概念进行关

键词提取ꎬ并抽取各核心概念下的学习主题的要素ꎬ
构成以单个核心概念为主线的知识链条ꎬ然后通过研

究团队内部研讨和专家评定ꎬ解析各核心概念及其相

似学习主题的关系ꎬ形成基于«纲要»的全面性教育多

级网络知识结构ꎮ 再分别抽取 １９ 项课程标准中的元

素ꎬ以教学目标作为纵轴ꎬ«纲要»维度作为横轴ꎬ将所

提取的元素与«纲要»知识网络结构对比ꎬ对课程标准

中与全面性教育有关的内容进行编码ꎬ共构建了 １９ 个

“课程标准－全面性教育核心概念”的关系矩阵ꎮ 每个

编码的内容通过 Ｅｘｃｅｌ 录入详细释义ꎬ包括来源(课程

标准 / 教材)、学科、年级、元素(目标 / 内容 / 练习活动 /
编写)、教学目标、次级目标、教学内容、出现页码、对
应的«纲要»维度和知识点ꎮ 之后ꎬ对教材的目标、内
容、练习活动和编写 ４ 个元素进行概念提取ꎬ将所提取

的元素与“课程标准－全面性教育核心概念”关系矩阵

进行比对ꎬ并分别录入“课程标准中出现ꎬ但教材中未

涉及的全面性教育内容”“课程标准中未出现ꎬ但教材

中出现的全面性教育内容”和“课程标准与教材均体

现出来的全面性教育内容”ꎮ 最后ꎬ对该结果进行

评价ꎮ
对课程标准和教材的元素提取以及和«纲要»知

识网络图的对比经过小组个人资料收集与层级整理、
研究组组内研讨、专家审定、组内终审 ４ 个阶段ꎮ

２　 结果

２.１　 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准中的性教育内容　 多数

课程标准与全面性教育的联系体现在有共同主题的

教学内容或一致的教学理念ꎬ如生活技能教学和价值

观教育ꎮ 但这些内容与全面性教育没有直接关系ꎬ教
学目标立足于本学科体系ꎬ具有明显的学科特色和侧

重ꎮ 直接关联度最高的课程标准是«体育与健康» «生

物学»«初中科学»ꎬ涉及“艾滋病”“青春期”“生殖”等

教学内容ꎮ 而课程标准中所缺失的全面性教育教学

目标具有文化敏感性ꎬ如性别平等、性别刻板印象ꎬ许
可、隐私及身体完整性ꎬ性行为与性反应等知识点ꎮ
２.２　 义务教育阶段人教社教材中的性教育内容　 从

目标元素和内容元素来看ꎬ不同教材中涉及的性教育

内容各有侧重ꎮ 其中道德与法治系列教材中出现的

与全面性教育内容 / 理念有关内容最多ꎮ
对练习活动元素和编写元素进行分析ꎬ发现教材

中的习题、插画、人物形象、遣词造句以及例子中也存

在大量能够体现或有悖于全面性教育理念的内容ꎬ在
数学教材和英语教材中最为明显ꎮ 如英语教材的男

主人翁 Ａｎｄｙ 在教材中经常穿着粉色的衣服(非性别

刻板印象元素)ꎬ父母一同承担家务劳动(性别平等元

素)ꎬ但在学习性格的词汇教学中ꎬ课例中描述女生的

形容词是贴心的、温柔的、文静的ꎬ男生是粗心的、聪
明的、积极的、活跃的(性别刻板印象元素)ꎮ

教材中也存在性教育内容与理念前后矛盾的情

况ꎮ 在道德与法治系列教材中ꎬ一年级下册第三单元

«家人的爱»中提到“家庭成员表达爱的不同方式:妈
妈表达爱的方式是家务ꎬ爸爸表达爱的方式是努力工

作”ꎬ然而在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二课«青春的心

弦»中提到了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表达ꎬ明确指出性

别刻板印象有时会限制个体发展ꎮ
在全面性教育的视角下ꎬ分析教材对课程标准的

体现ꎬ发现一些教材的内容相比课程标准而言ꎬ体现

出了更多维、更全面的与性教育有关的内容ꎬ如在«品

德与社会»«道德与法治»«思想品德»系列教材中出现

了新生命的诞生有关内容和避免性别刻板印象的内

容ꎬ而这些内容并未出现在课程标准中ꎮ 但也有一些

教材并未很好地体现课程标准内容ꎬ如在«体育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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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到了“如何预防性侵害”和“平

等对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等知识点ꎬ但是在教材中

并未涉及有关教学内容ꎮ

３　 评价

３.１　 教学目标与知识的可靠性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

课程标准中的教学目标具有宏观性和概括性ꎬ教材中

的教学目标具有微观性和具体操作性[４] ꎬ教材的内容

往往是课程标准的载体与体现[６] ꎬ二者是上下位的关

系ꎬ不具有可比性ꎬ因而对教材的分析需要依托于对

课程标准的分析ꎮ 基于全面性教育视角下ꎬ我国义务

教育阶段教材并未将课程标准中的内容完全体现ꎬ即
教材教学目标与知识并未与课程标准保持一致ꎬ同时

受教材编写者自身理念、插画师理念、出版流程等多

个环节的影响ꎬ教材中的部分元素甚至与全面性教育

理念和内容或教材本身知识点相悖ꎬ这一点在教材编

写元素中体现得最为明显ꎮ
３.２　 教学内容全面性　 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

准与教材中均有大量内容与全面性教学目标和理念

一致ꎬ不同学科与全面性教育均有知识体系上的关

联ꎬ但由于全面性教育的知识体系跨多个学科ꎬ涉及

儿童青少年与性有关的生理、心理、社会性发展等多

个方面ꎬ且部分目标与内容具有文化敏感性ꎬ导致义

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与教材并未完全涵盖全面性

教育的所有内容ꎬ而全面性教育作为一门系统的、全
面的课程ꎬ内在知识网络体系庞大且知识点之间联系

紧密ꎬ教学内容的不全面可能对教学效果产生不良

影响ꎮ
３.３　 教学实践的可行性　 我国目前并没有国家级的

性教育课程标准ꎬ性教育师资培养体系尚未成熟ꎬ缺
乏具有专业性和全面性的教材ꎬ全面性教育课时也难

以保证ꎬ所以性教育在我国作为独立科目授课存在挑

战ꎮ 由于义务教务阶段现有课程标准和教材中有与

全面性教育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内容ꎬ因此ꎬ全面性教

育的学科渗透式教学可能可以作为现阶段性教育实

践的权宜之计ꎬ即将全面性教育的知识、技能和态度 /
价值观的有关内容渗透到各个学科中ꎬ使学生在不同

学科中有侧重地学习与全面性教育有关的知识、技能

和态度 / 价值观ꎬ如在教授语文课本中的爱情故事文

章时ꎬ分析故事中主人翁表现出的社会性别观念ꎬ在
语文学科体系下探讨文本中反映出来的主人翁的爱

情观ꎬ探讨社会性别与性别角色和爱情之间的关系ꎻ
在教授生物课本中与生殖和生命诞生有关的内容时ꎬ
探讨生育权利、讲解安全性行为的意义和避孕措施ꎮ

即便如此ꎬ目前还没有研究证据表明全面性教育

的渗透式教学能够达到或优于独立学科课程所达到

的教育效果ꎬ且在我国实施全面性教育的渗透式教学

需要思考以下问题:首先ꎬ由于不同学科之间各有侧

重ꎬ并有自己严密的学科体系ꎬ任何一个学科都只能

基于本学科的教学视角进行教学ꎬ最终也是主要服务

于本学科的教学目标ꎬ对于如何通过对各个学科的渗

透式教学ꎬ达到系统的、全面的性教育效果ꎬ是一个挑

战ꎻ其次ꎬ渗透式教学的实施ꎬ离不开对各科教师乃至

全体教职工进行性教育知识、教学技能和理念的培

训ꎬ对性教育教师培训的普及和培训频率的保证、培
训内容的考究ꎬ是保证全面性教育渗透式教学效果的

重要前提ꎬ这是一项浩大工程ꎬ实现难度很大ꎻ最后ꎬ
渗透式教学还需要对教材设计者和课堂教学的设计

者有更高的要求ꎬ教材与课堂教学的设计者需要将各

科教材中的性教育内容与性教育线索有效利用起来ꎬ
并结合该学科特色和教学目标ꎬ有效促进学生知识、
情感态度和技能的发展ꎮ 这对课程标准确定和与之

配套的教材设计在国家层面上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３.４　 教学实践的有效性　 当前ꎬ我国性教育有关的内

容多以讲座、专题活动等方式ꎬ以某一个主题进行讲

授ꎮ 由于全面性教育具备系统的、全面的知识、技能

和情感 / 态度 / 价值观整套体系ꎬ讲座、活动和专题学

习并不是最理想的开展全面性教育的形式ꎬ国际经验

指出基于课程的、长期的、系统的全面性教育的教学

效果是最好的[２] ꎮ 国内研究也表明基于课程的、长期

的、系统的全面性教育能够改善小学生性别刻板印

象[９] 、恐同态度和艾滋病歧视[１０－１１] ꎬ一定程度影响小

学生公平和信任行为[１２] ꎬ 提高中小学生性知识水

平[１３－１４] ꎬ促进初中生性心理健康发展[１５] ꎮ 但目前独

立授课的性教育课程尚未广泛开展ꎬ在性教育课程缺

失的情况下ꎬ基于已有课程标准和教材中的性教育内

容ꎬ如何保证全面性教育视角下教学实践的有效性存

在巨大挑战ꎮ

４　 总结与建议

４.１　 我国性教育课程研究亟待关注　 由于我国全面

性教育课程研究的缺乏ꎬ进而导致难以比较出全面性

教育的最佳授课方式ꎬ在推广全面性教育的过程中也

会因为研究的缺乏而出现论证不足或难以给出有效

性的实证研究而产生质疑和挑战ꎮ 我国性教育课程

研究亟待关注ꎬ包括全面性教育的课程研发、全面性

教育课程实践研究、全面性教育教学效果评价等ꎮ
４.２　 推动基于课程的全面性教育实践　 我国性教育

仍然以问题视角出发ꎬ旨在解决实际问题ꎬ缺乏系统

的课程和全面的教学内容ꎮ 然而ꎬ全面性教育是一个

系统的、科学的课程ꎬ需要持续开展ꎬ循环往复ꎬ并且

不同的核心概念之间都存在着相互联系ꎬ各个学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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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之间并不是彼此割裂的状态ꎮ 因此ꎬ从长远来看ꎬ
全面性教育的独立课程建设有其独特优势ꎮ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与教材中存在部

分与性教育有关的内容ꎬ这是我国当下性教育实践与

发展的资源之一ꎮ 未来应该进一步推动全面性教育

的课程建设与实践ꎬ充分发挥不同学科特色ꎬ将独立

授课的全面性教育与全面性教育在各个学科中渗透

式教学并行ꎬ将全面性教育理念融入学生学习生活的

各个方面ꎬ促进儿童青少年的性健康与性发展ꎮ
４.３　 邀请性别平等专家参与课程标准和教材编制　
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中仍然存在性别刻板印象ꎬ性别

刻板印象对个体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ꎬ并会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个体的全面发展[１１] ꎮ 未来在对义务教育阶

段课程标准修订、教材修改和编写过程中ꎬ建议邀请

社会性别专家和儿童性教育专家参与ꎬ避免课程标准

和教材中的性别刻板印象ꎬ体现课程标准与教材中性

别平等的理念ꎬ引导学生树立性别平等的观念[１５] ꎮ 同

时ꎬ开发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性教育教材是促进我

国性教育实践的必要环节ꎮ
４.４　 加强各科任教教师的性教育教师技能培训　 我

国性教育师资力量缺乏ꎬ教师缺少获得性教育教师培

训的资源与支持ꎮ 本研究发现ꎬ性教育与义务教育阶

段各个学科之间都存在联系ꎬ因此ꎬ性教育教师培训

应涉及全体教师ꎮ 不同学科的任教教师接受性教育

教师培训ꎬ有助于加强教师授课过程中的儿童性别视

角、权利视角和发展视角ꎬ帮助教师进一步立足于本

学科背景和特点ꎬ运用教材中与性教育有关的内容和

线索ꎬ从不同侧重点教授性知识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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