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座有谁认为自己在
青少年时代接受到了完整
的性教育，请举手。”问题一
抛出，在北京美国中心中美
两国人数各半的会场中，只
有三人举手。

这是上周末“中美性教
育对话”——《认识性学》交
流活动的开场白，《认识性
学》一书的作者威廉·L·雅
博、芭芭拉·W·萨亚德和北
师大副教授刘文利就中美
两国性教育发展的历史、现
状及挑战进行对话。

威廉和芭芭拉多次提
到“性是多样的，不同的人
有着相同的权利。”他们希
望通过性学教育，人们可以
学会相互尊重。

尽管希望推进一种综
合性的、多元化的性教育，
芭芭拉说他们遇到的最大
问题还是如何让人们真正
意识到性是多样化的。

刘文利认为中国教育
中还存在很多不平等的现
象 ，“ 我 曾 在 一 本 书 中 试
图告诉孩子两个男人和两
个 女 人 一 样 可 以 组 成 家
庭 ，但 当 书 要 出 版 的 时
候，出版社却说必须将这
部分拿掉，不然书就不能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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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学者对话性教育
希望人们通过性学教育学会互相尊重

重点 积极健康的
“性”态度

Q：刚刚提到了在中国
对 于 性 少 数 群 体 也 就 是
LGBT 的 态 度 往 往 是 回 避
的 ，在 美 国 情 况 如 何 呢 ？
（LGBT 是用来指称女同性
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
(Gay)、双性恋者(Bisexual)与
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一
个集合用语。）

萨亚德：把 LGBT 单独
列为一章，而在其他章节中
丝毫不提，这让我觉得很伤
心，让我想到我们在 60 年代
以前对于黑人的态度，那种
对于少数族裔所采取的隔离
态度，这也意味着我们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雅博：虽然我们一直强
调少数群体，强调多样性，但
很多家长认为在性教育的课
程中更多的应该是告诉孩子
不该做什么，全都是不，虽然
在一个公立学校会说爱上谁
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是
对于孩子们爱上同性他们并
不是一个很积极的态度。

我觉得要给予他们一个
对于性的积极的、健康的态度。

刘文利：我自己做的《大
学生性教育读本》就是把性
少数群体放在单独的一章
里，我想这是个反面的例子，
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很高兴
能向他们学习如何把这样的
问题给学生讲清楚，这本书
我们想要年底出版，现在我
觉得我应该做一些改动了。

前提 独立思考，
确立自我的价值

Q：中国孩子在接受性教
育课程的时候学到的最多的
词就是“自尊”“自爱”，性和道
德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

刘文利：我们应该告诉
孩子什么是自尊，什么是自
爱，如果你认同自己的价值，
看清楚自己的价值何在，我
认为这就是尊重自己，同时
当你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
你会认识到别人的价值，尊
重别人的存在，这就是相互
尊重，这是我们应该告诉孩
子的，所以我觉得性教育是

教育孩子们自尊、自爱的最
好的载体，让孩子们学习到
当你和别人交往时，你怎样
表现你的尊严，怎样尊重其
他人，尊重差异。

我们应该教给孩子如何
在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时候做
出选择，当孩子们学会做这
种选择的时候，他们会自然
而然地考虑到道德对于人行
为的约束。

雅博：我们要知道性行
为是有文化性的，对于多样
性来说，既然有主流的就会
有少数群体，我不能对别的
文化加以判断。实际上我们
是给出了一个价值观系统，
在这个系统下面，不同人都
有着平等的权利。

萨亚德：其实我们在课
堂上做的很多工作是要让学
生们建立一种批判性的思
维，就是当你做出一个选择
的时候，你要能够预见它的
后果，如果孩子们建立了这
样一种思维模式，他们就会
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本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姜妍 江楠

《认识性学》是由几
位多年从事性相关教育
研究的美国学者合作撰
写的高校教材。从性象
的必要性、生物心理学视
角、性别角色、性象和通
俗文化、性象差异的角度
全面介绍了性学，在美国
已经出到了第七版。中
译本的《认识性学》则主
要依据第六版的内容花
了近两年翻译而成。

■ 现场问答 带着批判思维看待“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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