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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站着，女孩蹲着” 

张静 

  

  

两个同时尿尿的小孩场景 

  

某一次，我走过四环上的某个公车站点，偶遇了生活中很平常的一幕——两个同时尿尿的小孩的场景：一中年妇女抱
着她约4岁左右的小女儿正冲着人行道尿尿，而旁边的人行道小栏杆边站着一个约7岁左右的小男孩也正冲着人行道尿
尿。奇怪的是，小男孩边撒尿边扭头对着小女孩看着，他的眉毛皱得紧紧的，眼睛死死盯着小女孩被妈妈抱着尿尿的姿
势；与此同时，小女孩也死死盯着小男孩的尿尿方式，同时天真地昂头问着：“妈妈，小哥哥他为什么站着尿尿呢？他
不怕尿湿裤裤吗？”我故意放慢了脚步，想看看那小女孩的妈妈会如何在公共场所回答孩子天真的问题。那个年轻的母
亲显然对女儿的问话感到特别的突然，她冲着小男孩叫了一句“看什么看，小流氓”，又低头对自己的女儿说：“妞
妞，那是小坏蛋，咱不看他，记住了，乖，以后再也不许看别的小朋友尿尿！” 

很平常的一幕生活场景，但我知道在每个城市或者农村的每一个家庭，在很多时候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发生，孩子对于
性器官的好奇多数情况下是由各自不同的尿尿方式开始追问父母“为什么会这样？”的，而年轻的父母都有着各自不同
的理由不告诉孩子“答案在哪里？” 

  

一个关于幼童提问的家庭调查 

  

2002年11月间，我做了一次随机的小型访问，即选择了20对为人父母的年轻夫妇（其中有10对夫妇生的是男孩，10
对夫妇生的是女孩）先后简单访问了以下三个问题： 

1、“当孩子问‘我从哪里来的’的时候，怎么回答？” 

2、“当孩子问，‘为什么幼儿园的哥哥站着尿尿’和‘为什么那小妹妹蹲在地上尿尿？’之类的童年话题时，您是



怎么回答的？” 

3、“当孩子问到‘爸爸妈妈怎么有时候关着门不让宝宝进去’时，您是怎么样回答的？ 

访问的结果如下： 

  

题 项                                        告诉孩子                   回避问题（不
答）         有意识地错误回答                  备 注  

正确答案                   并斥责孩子              以转移问
题                       

当孩子问‘我从哪里来的’  

的时候，怎么回答？                 5对，25%           8对，40%                 7对，
35%                     

  

当孩子问，‘为什么幼儿园  

的哥哥站着尿尿’和‘为什  

么那小妹妹蹲在地上尿尿？’3对，15%          10对，50%               6对，30%                     1不
确定  

之类的童年话题时，您是  

怎么回答的？  

  

当孩子问到‘爸爸妈妈  

怎么有时候关着门不让             2对，10%           11对，55%               8对，
40%                     1不确定  

宝宝进去’时，您是怎  

么样回答的？  

  

对上述数据的说明：① 20个小家庭中，夫妻双方都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父母10对，占50%；其余不等；② 调查对象中
小孩的性别比例各半、年龄在4-8岁之间；③ 地区比例没在统计之列。  

  

从本调查可看出，给予孩子正确答案的比例最低，而对孩子的问题不予回答并加以呵斥的比例最高，有意识地错误回答
以转移问题比例居中。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不论是“回避问题（不答）并斥责孩子”，还是“有意识地错误
回答以转移问题”，二者的结果都是没能给孩子以正确的答案，而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之所以形成了如此大的反
差，也是我意料之中的。而这中间有多少心理的因素呢？以下是接受调查的为人父母者与我就 “能否正确回答孩子问
题”的原因所进行的讨论的摘选： 

（一）、关于“当孩子问‘我从哪里来的’的时候，怎么回答？”的若干讨论： 

1类：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反正不想告诉他。 

2类：孩子太小，等将来大点再告诉她“我怎么把她生出来的”； 

3类：这个不好意思说，我觉得等她自己将来生孩子了就能找到答案了； 



4类：我特别高兴啊，找了个借口就把孩子的问题给堵回去了，我告诉我儿子“你是老妈捡来的” 

（二）、“当孩子问，‘为什么幼儿园的哥哥站着尿尿’和‘为什么那小妹妹蹲在地上尿尿？’之类的童年话题时，
您是怎么回答的？” 的若干讨论： 

1类：我们看呀，男孩是男孩，女孩是女孩，各家孩子各长各的，不用回答呢。 

2类：说这问题，多不好啊，等他们自己长大了，自然就明白了，现在的孩子，聪明着呢，不用我们操心的。 

3类：没什么好说的，生了个女儿，我们运气不好。 

4类：我都没想到，孩子会这么问，所以就骂了他一次。 

（三）“当孩子问到‘爸爸妈妈怎么有时候关着门不让宝宝进去’时，您是怎么样回答的？”的若干讨论： 

1类：我自己都不想告诉孩子，我小的时候问我妈妈这个差不多的问题的时候还挨了打，现在我啊结婚了，也生完孩
子了，但是我也不愿意告诉他为什么关着门，我只告诉孩子累了，爸爸妈妈要休息，但孩子继续问的时候，我就不吭声
或者改说别的。 

2类：我儿子有一次问我为什么跟他妈妈耍流氓呢，我当时奇怪啊，忍不住就打了他，后来孩子再也不问我了。 

3类：我们没有遇到过这问题呢，因为经常偷偷地背着孩子（趁孩子不在家的时候）做那事儿。 

4类：我女儿问的时候，我们就笑，带她出去玩转移她的问题，但这事也不能告诉她啊，想来她玩着玩着也就忘了问为什
么了。 

（四）认为自己“已经正确给出孩子答案”的一对年轻父母的说法： 

1类：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小的时候问我爸妈这些问题吧，没有得到回答过，后来我自己也慢慢长大了，结婚
了，生孩子了，我想着我自己总不能象我爸妈那样啊，所以就这样说了：“我告诉孩子啊，你是妈妈生出来的呢，象那
个小鸡啊下蛋一样，骨碌就出来了。” 

2类：我跟我儿子说啊，你看哪个公鸡和母鸡吧，长得不一样，叫起来也不一样，人啊也是这样子，男孩子啊和女孩子
啊，那有没有小鸡鸡实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就站着尿尿，隔壁家小妹妹啊就得蹲着尿尿。 

3类：我孩子啊，问我为什么总跟他妈妈睡在一起啊，我就告诉他我们相爱呢，呵呵。我那孩子就说“哪天我也和妈妈相
爱吧，你看乐不？”把我们给乐坏了。也想着，等他慢慢长大再告诉他多一些这些方面的问题。 

  

几点关于早期家庭性教育的思考  

  

那“两个同时尿尿的小孩场景”也许对于成人而言是一个小的笑话，可它恰恰反映了我们生活里为人父母者最不敢面对
孩子关于生命起源和性别差异之类的问话的薄弱点。俗话说“童言无忌”，可放眼我们身边的众多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
特色的父母们，有意识的行为却无形地给孩子制造了阻碍成长的绊脚石。 

我的调查对象在谈到面对孩子的问题时都深感苦恼，他们宁愿选择回答孩子的无数的关于自然啊、天气啊、食物啊、动
物啊等等问题，也不希望孩子问诸如“我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幼儿园的哥哥站着尿尿’和‘为什么那小妹妹蹲在
地上尿尿？’”之类的问题，对于前几类问题，年轻的父母可以搜肠刮肚地给孩子满意的回答，并主动地查找相关的资
料力求该孩子正确的答案；只有在面对后一类问题时他们才采取逃避，斥责，隐瞒的态度，并觉得他们的教育方式是理
所当然，这就是一种反复循环的悲剧和家庭教育的悲哀。 

台湾的何春蕤在其《性别校园》一书中曾指出：“为了苟且存活而从小就压抑自我，这是成长过程中赔上的代价；性别
的养成实际上是建立在个人的痛苦之上的。这么说来，固守单一，僵化标准的性别养成教育不能算是教育，只能算是慢
性屠杀……”。 

我个人认为，成年性压抑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幼年时期的性问题得不到正确的教育，幼年时期的家庭性教育与孩子的成长
息息相关，而我所作的调查也正是想从中国家庭早期性教育的薄弱中验证一种推断幼年时期性教育必要性的推断。幼年
时期的孩童具有对所有的事物好奇的特点，在这一阶段正确回答孩子所提出的与性相关的问题有助于孩子成长过程中对
常识性性问题的理解。具体而言，可以做如下的尝试：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 

首先，为人父母者应加强自身对于性的常识的正确认识。在笔者所调查的家庭中，有98%的年轻父母自身的童年时期没有
接受过家庭性教育，而他们为人父母以后沿袭传统的隐瞒及压抑性教育习惯。 

其次，年轻父母对早期性教育误区的恶性循环。因自身对性知识的缺乏了解，年轻的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存在幼年时期
性教育的误区。 

另外，家庭性教育自身的困惑与社会对早期性教育的支持力度的不足互相影响，因此，必须重视早期家庭性教育。 

结合调查结果以及个人观点，在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幼童有玩弄、抚摸外生殖器的习惯，这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为人父母者在这种情况不宜给孩子灌输“脏”、
“不许动”，“流氓行为”，“丑”，“羞”等观念，如此容易导致孩子形成成年以后产生以下想法：性器官是丑陋
的、肮脏的、不干净的，性行为是神秘的、甚至于是罪恶的，长此以往，性压抑形成， 

第二，回避问题导致孩子有意寻求对于性问题的答案，于是在逐步的成长过程中主动寻找答案，找到以后产生对父母的
不信任，一旦哪天孩子自己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就会认为父母欺骗自己，不利于亲子关系的互动。而另一个方面，孩子对
于神秘的东西容易产生尝试心理，好奇与刺激形成鲜明的对比，早期性行为的多发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对孩子的与性相关的问题加以斥责或多或少地导致孩子对于性的罪恶感、沉默倾向、性心理问题。孩子在受到父
母的斥责后容易产生条件心理反射，即当他们想到与性问题类似的问题就产生“那是坏的问题，不应该想”，“不该
问，问了准挨骂”等等心理，如此一来，青春期的诸多问题他们会无声地隐瞒下来，成年以后则更难与自己的恋人、爱
人进行正确的性爱沟通。 

传统中国社会的性教育是有着优良的教育习惯的，尽管民间化，但可以从其民间化的性教育传统看出古代性文化中性教
育的丰富内涵，这一点从诸多的书籍中可以得到考证。现代意义的性教育在其他国家于20世纪发展起来并逐步完善，如
美国的考尔德伦医学博士，他倡导5岁以前的性教育。 

思考之余，我建议年轻的父母重视孩子关于与“性”字相关的提问，不要回避，也不要欺骗孩子，更不要斥责孩子，而
是采取科学的态度，当孩子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妨采取孩子有问父母必答，一问一答但不主动展开问题，类比动物
繁殖进行简单描述等方式将生孩子、生殖器、精子、卵子、相爱等名词教给幼年时期的孩子。 

因此，当哪天我们身边所有的父母都敢于直面孩子的提问，用各自所特有的教育方法亲自与孩子讨论，让孩子明白了 
“为什么尿尿时男孩站着？/女孩蹲着？”的时候，就是一种莫大的家庭性教育启蒙的成功了。而且，真的到了那一天，
我们的生活中关于“性教育”还会是个问题么？社会文明是人类自身逐步缔造的文明，我深信我们的周遭会有早期家庭
性教育完善的那一天。 

  

关闭窗口

Copyright ©2002-2005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05053204号 电话:（010）62514498 Email:book@sexstudy.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