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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留守儿童性安全问题调查研究

王进鑫

内容提要: 本研究发现: 留守儿童的 /看黄0 行为、边缘性行为明显多于非留

守儿童, 而获得抚养人给予的性安全教育及自我性保护指导则明显低于后者。发生

实质性交行为、遭受性侵害情况两者没有显著性差异, 但留守儿童遭受这类伤害后

从家庭、父母获得的情感支持远远低于非留守儿童。

儿童的性安全问题既指儿童受到他人的性侵害, 也包括自身性行为 (这里所指的性行为

是广义的, 包括看黄行为、接吻、抚摸等边缘性行为) 对自身生理、心理的安全造成危害。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 儿童性生理和性心理的发展、性意识的萌发, 开始对异性产生好感与兴

趣, 这个时期是儿童走向青年的过渡时期, 在人生发展中既是生理、心理发生剧烈变化的重

要时期, 又是人生观、道德观形成的关键阶段, 更是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 /多事之秋0。

这个时期, 儿童更容易出现性安全问题, 一旦发生会对他们生理、心理健康产生极为负面的

影响, 这种影响甚至会持续一生。

因为空间的阻隔, 留守儿童长年不能和父母单方或者双方生活在一起, 家庭结构松散,

亲子之间缺乏正常的互动, 父亲和母亲角色在儿童青春期发展过程中长时间缺席, 缺少父母

的正确引导和监管, 他们的性安全现状是怎样一种情况, 相对于非留守儿童来说, 在性安全

问题上是否存在差异, 即留守经历会给儿童性安全现状带来什么影响? 这是本研究要回答的

问题。

一、研究设计与资料收集

本研究的目的是描述留守儿童的性安全状况。我们确定是否留守 (留守儿童、非留守儿

童) 为自变量, 其中留守类型又分为与父亲留守、与母亲留守、隔代留守 (与爷爷奶奶、外

公外婆生活) 三种类型。根据我们对性安全的界定, 将从 /看黄0 行为、发生性行为、受到

性侵害、获得性安全教育四个维度去测量留守儿童的性安全状况。其中, /看黄0 行为的测

量从是否看过黄色传媒、获得黄色传媒的地点途径两个方面设计指标; 发生性行为的测量从

边缘性行为 (与异性进行的接吻、抚摸隐私部位)、实质性交行为两个方面设计指标。

为了控制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共同面临的社会环境中影响其性安全的因变量, 考察

/留守0 经历给留守儿童的性安全问题带来的影响, 我们抽取了在数量、性别比、年龄、生

活环境等方面基本与留守儿童相匹配的非留守儿童作为比较对象。在四川省绵阳市、广元

市、成都市郊县等地的 10所中学随机抽取从初一至高一的学生 ( 11~ 16岁) 作为样本, 发

放调查问卷 1400份, 回收 1346份, 回收率 96%。其中非留守儿童占 5814%, 留守儿童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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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6%。在留守儿童中, 与父亲留守的占 1717%, 与母亲留守的占 26101%, 隔代留守的占

56105%。可以看出, 隔代留守的儿童占留守儿童的一半以上, 即绝大多数留守儿童不能和

自己的父母亲在一起。

二、留守儿童性安全现状考察

(一) /看黄0 行为

1、留守儿童较非留守儿童有更多 /看黄0 行为

黄色传媒, 从形式上讲, 有各种出版物、音像制品、娱乐用品等; 从内容上看, 主要有

暴力凶杀、暴力色情、低级趣味等内容的淫秽物品。在商业化的推动下, 黄色传媒在我国快

速增长, 对于儿童的影响极为负面, 特别是处于青春期时期, 不仅直接影响到青少年健康性

价值观的建立, 更容易引发青少年的性犯罪。由黄色传媒诱发的强奸、流氓、抢劫、凶杀等

犯罪, 其社会危害性远远超过黄色传媒本身。关于黄色传媒引发青少年性犯罪的报道很多:

2008年 4月, 江苏 4少年看 /艳照0 后强奸同班女同学。1998年西安市破获的一个以强奸、

轮奸、抢劫、勒索为主的少年犯罪团伙, 涉案成员 20多人, 犯罪人年龄在 15~ 17岁之间

(个别人年仅 11岁)。据调查, 该团伙中看过黄色刊物、影视片的成员达到 100% (王大为,

2002)。

表 1数据显示, 有 28%的儿童看过黄色传媒。留守儿童看黄行为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

不同类型的留守儿童看黄行为也不相同, 与母亲留守的儿童看黄行为最低, 其次是与父亲留

守者, 而隔代留守的儿童看黄行为最多, 高达 37131%。分析认为, 母亲一般比较细心, 对

子女的管教较严格, 父亲相对来说对子女的管教要粗放一些。双亲抚养对子女的照顾更细

致, 而隔代留守儿童的父母远离子女,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年岁大等原因监管儿童力度较

弱。父母对子女的监督和管理力度从高至低依次为: 与父母生活的非留守儿童、与母亲留守

的儿童、与父亲留守的儿童、隔代留守的儿童。而看黄行为却与此相反, 可以看出, 父母的

监督和管束越不力, 儿童看黄的可能性越大。
表 1 是否留守与是否看黄行为的交互分析 ( % )

是否看过黄色传媒 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

与母留守 与父留守 隔代留守 Total

看过 23169 34102 36111 37131 28134

没看过 76131 65198 63189 62169 71166

N 612 72 97 193 974

Pearson chi2 ( 3) = 1718309 Pr = 01000 Cramer. s V = 011353

  通过表 2、表 3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 留守和非留守儿童在看黄的地点和获得黄色传媒

途径上虽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也有各自的特点。在看黄地点上, 虽然两者的差异不是很显

著, 但留守儿童在家和在同学朋友家看黄的行为要高于后者。这主要在于留守儿童家里缺少

大人的监督, 他们在家里或到同学朋友家看黄更容易, 一则在家里没有父母, 可以更放心大

胆看黄, 二则到同学朋友家里也少有人过问。在获得黄色传媒途径上, 留守儿童自己购买和

上网来获得的多于后者, 这可能和留守儿童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有关。非留守儿童从家里获得

黄色传媒远远多于留守儿童, 这可能是许多父母自己看后没收拾好, 被孩子获得。

从儿童看黄地点和获得黄色传媒途径的分析来看, 网络是当前未成年人接触黄色文化的

主要来源。

2、看黄行为更容易引发儿童发生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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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外在性信息的刺激可以刺激性激素的分泌。美国的心理学家朱丽娅#海曼

1975年曾对个体在淫秽宣传品的直接作用下所产生的性反应进行了测量, 结果发现大多数

受测者在此状态下都会接受性刺激并引起性冲动 (转载于严励等, 1996)。黄色传媒对青春

期的儿童刺激更大, 这一时期的儿童, 辨别是非能力薄弱, 有强烈的好奇心。加之道德观念

和法制观念淡薄, 自我约束能力差, 在黄色传媒刺激下, 抑制不住生理躁动, 便可能冲破现

行法律规范与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而容易发生性行为甚至走上犯罪道路。日本犯罪学家山根

清道 ( 1984) 认为: /从性方面来说, 很多性犯罪者对他们的犯罪是比较不熟悉的, 是作为

思春期的一种越轨行为而产生的一种性犯罪0。
表 2 儿童看黄地点的情况分布 ( %)

看黄地点 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 total

家里 2151 3143 2185

同学朋友家 1157 2122 1181

在外 (录像厅、网吧) 95192 94135 95134

N 95192 94135 95134

Pearson chi2 ( 2) = 512102 Pr = 01074 Cramer. s V = 010359

表 3 儿童获得黄色传媒途径的情况分布 ( % )

获得黄色传媒的途径 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 total

租借 27120 26174 27100

自己买 9121 9163 9139
家里有 11172 7149 9186

上网 43110 47159 45107
其他 8179 8156 8169

N 239 187 426

Pearson chi2 ( 4) = 218402 Pr = 01585 Cramer. s V = 010801

  表4的数据显示了看黄行为与发生性行为呈高度显著 ( Pr = 01000) 差异。看过黄色传

媒的儿童发生性行为的比例高达 9106%, 是没有看过的近 9倍。进一步证明了看黄行为更

容易引发儿童发生性行为。同时看黄行为还会引起巨大的心理伤害, 在看过黄色传媒的儿童

中, 经常看的人中有 60%有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的心理感受, 其中严重状态达到近 3 成 (表

5)。可以看出, 留守儿童看黄行为更多, 他们发生性行为甚至走向性犯罪的机率也就更大。
表 4 看黄行为与是否发生性行为的交互相关分析 ( % )

是否发生性行为
是否看过黄色传媒

看过 没看过 Total

是 9106 1119 3141

否 90194 98181 96159

N 265 673 938

Pearson chi2 ( 1) = 3517193 Pr = 01000 Cramer. s V = 011951

表 5 看黄行为后是否有沉溺于黄色传媒不能自拔的感觉的情况分布 ( % )

沉溺于黄色传媒不能自拔的感觉 经常看 有时看 很少看 Total

严重 28157 2194 0163 2190

有一点 35171 26147 11195 17143
没有 35171 70159 87142 79167

N 14 68 159 241

Pearson chi2 ( 4) = 4815020 Pr = 01000 Cramer. s V = 013172

  (二) 留守儿童的性行为

1、留守儿童的边缘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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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接吻行为的留守儿童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

在有过接吻行为上, 表 6数据显示留守儿童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在留守儿童中, 与父

/母亲留守的发生接吻行为的较低, 隔代留守的比例最高, 达到 16%, 是非留守儿童的 2

倍。这和前面分析的由于不同类型的留守儿童的父母对女子的监管状态与力度不同所导致。

表 6 与异性发生接吻行为的情况分布 ( % )

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

与父留守 与母留守 隔代留守 Total

有 8138 10159 12140 16134 10152

没有 91162 89141 87160 83166 89148

811 85 121 257 1, 274

Pearson chi2 ( 3) = 1316390 Pr = 01003 Cramer. s V = 011035

  ( 2) 隔代留守的儿童有过抚摸异性行为的显著高于其他儿童

从表 7中我们可以看到, 有 8%左右的儿童曾抚摸过异性隐私部位, 其中非留守儿童最

低, 与父/母亲留守的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相差不大。虽然各类型的儿童发生该边缘性行为没

有显著差异, 但隔代留守的儿童的比例最高, 达到 12% , 高于非留守儿童近 5%, 与非留守

儿童呈显著差异 ( Pr = 01017< 0105)。
表 7 抚摸异性隐私部位的情况分布 ( %)

是否抚摸异性 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

与母留守 与父留守 隔代留守 Total

有 7105 7144 8143 11172 8112

没有 92195 92156 91157 88128 91188

809 83 121 256 1, 269

Pearson chi2 ( 3) = 517839 Pr = 01123 Cramer. s V = 010675

  2、留守儿童的实质性交行为

从调查样本的自述中, 儿童发生实质性交行为的平均比例达到 218% (见表 8) , 考虑到

受调查环境的影响, 有些当事人可能会隐瞒信息, 实际发生应该高于该比率。虽然非留守儿

童和留守儿童发生实质性交行为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但留守儿童发生的比例还是高于非留守

儿童, 其中隔代留守儿童的发生率最高。

作为未成年人, 儿童的实质性交行为和边缘性性行为 (接吻、抚摸) 都可能给儿童带来

心理伤害, 但实质性交行为还可能会导致女孩怀孕、感染性传播疾病, 给当事人带来生理甚

至生命的伤害。

表 8 与异性发生性交行为的情况分布 ( % )

是否发生性行为 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

与母留守 与父留守 隔代留守 Total

是 2137 3133 3157 3166 2180

否 97163 96167 96143 96134 97120

809 121 83 256 1, 269

Pearson chi2 ( 3) = 115155 Pr = 01679 Cramer. s V = 010348

  留守儿童发生实质性交行为的比例较高, 但他们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却非常缺乏。表

9数据显示,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 发生性交行为时能正确使用避孕方法的留守儿童少于非留

守儿童 12%, 而错误甚至不用避孕方法的留守儿童均多于后者。仅从留守儿童来看, 能正

确使用避孕方法的仅为 24%。发生性交行为比例高, 而安全意识又低, 在这双重因素作用

下, 留守儿童受到性交行为的伤害会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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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发生性交行为时采取避孕方法的情况分布 (% )

避孕方法 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 Total

正确 36154 24114 32110

错误 36154 41138 38127

不用 26192 34148 29163
N 52 29 81

Pearson chi2 ( 2) = 113650 Pr = 01505 Cramer. s V = 011298

  (三) 留守儿童遭受性侵害的情况

1、有 12%的留守儿童有过被强迫抚摸身体隐私部位的经历

调查结果显示, 有 11169%的留守儿童自述曾有过被强迫抚摸身体隐私部位的经历, 与

非留守儿童没有显著差异 ( Pr = 01997) , 后者有此经历的也达到 11168%。在问到对自己

实施该行为的人时,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同样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根据表 10 显示, 对留

守儿童实施强迫抚摸隐私部位的人中成年人居多, 包括儿童熟悉的成人 (如邻居或父母的熟

人甚至亲人或抚养自己的人) 及陌生人, 分别比后者多 3145%、0176%。而非留守儿童更

多遭受来自同学朋友的侵害。至少可以看出, 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的保护, 使得犯罪者,

特别是成年人更容易针对他们实施性犯罪行为。

表 10 强迫抚摸儿童身体隐私部位的人/是否留守的交互分析 ( % )

强迫抚摸隐私部位的人 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 total

熟悉的成人 (邻居或父母的熟人及

亲人或抚养自己的人)
32135 35180 33164

同学、朋友 64171 60149 63113
陌生人 2194 3170 3123

N 136 81 217

Pearson chi2 ( 2) = 014137 Pr = 01813 Cramer. s V = 010437

  2、有近 9%的留守儿童曾被迫发生过性交行为

表11数据显示, 留守儿童中, 8137% 的人曾被迫发生过性交行为, 多于非留守儿童

( 6147%) 近 2%, 虽然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而在强迫留守儿童发生性交行为的人中,

陌生人达到 23%, 高于非留守儿童 10%。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保护最容易成为受害者。据

2008年 1月 7日 5当代生活报6 报道, 一色魔校长兰波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 奸淫 3名在

校未成年女生。文章指出 3名受害女生之所以轻易受到性侵害, 主要原因在于她们都是家住

农村的留守儿童。由于父母亲长年在外打工, 3名受害女生自小都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由

于农村老人文化水平低, 见世面少, 法律意识淡薄, 加上农事繁忙, 平时很少主动和孩子们

进行思想交流。所以, 3名受害女生读书住校后, 心理上特别依赖老师。而兰波就是利用未

成年少女种种盲目好奇、盲目顺从、懦弱无助等特点, 通过哄骗、威胁等手段强暴了她们

(黄岸, 2008)。
表 11 被迫发生过性交行为的情况分布 ( % )

是否被迫发生过性交行为 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 total

是 6147 8137 7114

否 93153 91163 92186
N 850 466 1, 316

Pearson chi2 ( 1) = 116356 Pr = 01201 Cramer. s V = - 010353

  3、留守儿童缺乏来自父母的情感支持

家庭是 /为了保障孩子得到保护和供养而造下的文化设备0 (费孝通, 1998)。社会学家

威廉#奥格本将家庭的功能概括为生殖、保护、社会化、规范性行为、情感交流和提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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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等六个方面。我们认为, 家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其抚养、保护、教育和情感培育方面,

父母是儿童获得情感支持和保护的最核心力量。

表 12和表 13显示了不同类型儿童对于父母的依赖与获得的情感支持程度。对于 /当你

有特殊的隐私或心里话你会选择向谁说0 的问题,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有明显差异。前者

仅有 33%的人选择父母, 少于后者 7%, 更多的留守儿童选择不说, 而独自承担。而对于

/如果一个女生怀孕时你认为应找谁帮忙0 的问题, 选择找父母的留守儿童也仅有 33% , 明

显少于非留守儿童。从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出, 留守儿童相对于非留守儿童从家庭、父母

处获得情感支持更少, 哪怕是遇到最严重的问题 (一个女生怀孕) 他们也较少寻求父母的帮

助。分析认为, 在留守儿童家庭中, 父母双方或一方在缺位的情况下, 通常将子女交给

(外) 祖父母、亲戚朋友或由父母一方来照顾, 这种不完整的家庭结构, 会导致家庭保护及

情感交流等功能的弱化。

表 12 特殊隐私诉说对象 ( % )

特殊隐私诉说对象 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 total

父母 41113 33165 38155

不说 38149 43168 40128
其他 20138 22167 21117

795 419 1, 214

Pearson chi2 ( 2) = 614972 Pr = 01039 Cramer. s V = 010732

  表 13 如果一个女生怀孕时你认为应找谁帮忙 ( % )

女生怀孕时应找谁帮忙 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 total

父母 42196 33125 39163

抚养他的人 6179 6160 6173

其他人 50125 60114 53165

N 810 424 1, 234

Pearson chi2 ( 2) = 1117130 Pr = 01003 Cramer. s V = 010974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 当前儿童遭受性侵害的形势更为严峻, 曾有 12%和 7%的儿童分

别遭受过性猥亵和性强暴, 超过笔者在 2004年所出的调查结果, 当时自述曾遭受性强暴的

比例仅为 311% (王进鑫, 2007)。虽然在遭受性侵害方面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没有显著

差异, 但留守儿童的情感支持系统要远远弱于非留守儿童, 如果留守儿童受到性伤害后不能

及时获得父母的理解、帮助, 甚至有些性伤害会持续很久, 这样的伤害对当事人会更严重。

(四) 留守儿童获得性安全教育情况不容乐观

表14数据显示, 留守儿童获得抚养人给予性安全教育的情况明显不如非留守儿童。留

守儿童中, 仅有 55%的抚养人会对其进行一些青春期或性安全自我保护的知识指导, 明显

少于非留守儿童。分析认为, 在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下, 性在中国一直处于非常 /隐私0 的

状态, 许多人都是谈 /性0 色变, 更不要说公开的给孩子进行相关的性教育。尤其是在家庭

中, 父母总是认为这是无师自通的事情, 即使有些父母能够对子女进行性教育, 一般采取

/同性教育0 的原则。在留守家庭中, 单亲抚养就不利于对子女进行性教育, 而隔代留守的

家庭, 抚养人年龄偏大, 相关知识缺乏和观念的原因, 更不可能对其进行性教育。这导致了

留守儿童获得抚养人性安全教育明显少于非留守儿童。

对儿童进行性安全教育是保护儿童性安全的重要手段, 这样可以让儿童树立自我保护意

识及掌握一定的自我保护知识和防范技能, 达到儿童自我保护的效果。表 15数据结果显示,

经常获得抚养人给予性安全教育的儿童 /看黄0 行仅为 15182% , 不到从未受过性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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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 1/ 2。这证明了如果抚养人给予儿童性安全教育, 儿童的危险性行为会大大减少。
表 14 是否获得抚养人给予性安全教育的情况分布 ( % )

是否给你性安全教育 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 total

是 61180 55128 59152

从来没有 38120 44172 40148

N 809 436 1, 245

Pearson chi2 ( 1) = 510132 Pr = 01025 Cramer. s V = 010635

  表 15 是否受到抚养人给予性安全教育与 / 看黄0 行为的交互分析 (% )

是否看过黄色传媒
是否给你性安全教育

经常 偶尔 从来没有 Total

看过 15182 28153 33195 28159

没看过 84118 71147 66105 71141

N 158 389 380 927

Pearson chi2 ( 2) = 1719586 Pr = 01000 Cramer. s V = 011392

三、结论与对策

(一) 结论

通过与非留守儿童的对比, 我们全面考察了青春期留守儿童的性安全状况, 总体来说留

守儿童的性安全现状不容乐观。

1、留守儿童的 /看黄0 行为、边缘性行为明显多于非留守儿童。/看黄0 行为和边缘性

行为容易导致性交行为的发生。我们的调查统计显示, 看过黄色传媒的儿童发生性交行为的

比例显著高于没看过的儿童。未成年人发生性交行为, 对其生理、心理都会产生极大的危

害, 可能会面临怀孕、感染艾滋病等性疾病的风险。留守儿童过多的看黄行为可能会使这些

伤害和风险大大增加。

/看黄0 行为还可能导致另外一个更严重的后果, 即性犯罪。张继伟 ( 2005) 在 5论黄

色文化与青少年性犯罪6 一文中从心理学和传播学视角对黄色文化与青少年性犯罪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考察, 指出黄色文化确实对青少年的性犯罪起到一定的教唆作用, 这是由青少年自

身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及传播媒介所具有的特性所决定的。更多的 /看黄0 行为和抚养人对其

监管和正确引导教育的缺位, 可能导致留守儿童性犯罪的比例较高。虽然该项结论实证研究

还未见到, 但见诸报端的青少年性犯罪很多都是留守儿童。

2、留守儿童获得父母情感支持偏低。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发生实质性交行为、遭

受性侵害情况方面两者没有显著性差异, 但留守儿童遭受这类伤害后从家庭、父母那里获得

的情感支持和帮助远远低于非留守儿童。调查发现, 当有特殊隐私时, 留守儿童选择向父母

倾诉的仅三成, 明显少于非留守儿童, 而更多的选择不说。甚至如果遇到 /女生怀孕0 这样

重大的事件时, 也仅有三成想到找父母, 616%的人找抚养人, 更多的留守儿童选择找其他

人, 和非留守儿童有显著差异。

3、留守儿童中, 隔代留守的儿童性安全问题最为严峻。在所有指标中, 隔代留守的儿

童和其他类儿童都有显著差异。其中 /看黄0 行为、接吻、抚摸异性边缘性行为和实质性交

行为都明显高于其他留守儿童。与母亲留守的儿童和非留守儿童较为接近。

4、留守儿童获得性安全教育缺乏。留守儿童的性安全问题除了缺少父母的监管、社会

环境复杂等因素引起外, 缺乏抚养人给予性安全教育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表明, 留守儿

童获得抚养人给予的性安全教育及自我性保护指导远低于非留守儿童。性安全教育的缺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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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使儿童不能正确面对与处理青春期有关性的问题, 还缺乏性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二) 对策

1、提高监护质量。有专家指出家庭没有称职的监护人是留守孩子面临的最大潜在危机。

监护权的缺失对孩子的人身安全、人格发展、社会化和道德发展都将带来影响。如果条件所

限不得已要外出打工, 与母亲留守为佳, 尽量避免隔代留守, 如果两人都外出打工, 必须把

孩子放在有监护能力的亲戚家里。

父母和监护人都要加强与孩子的交流和沟通。一方面要加大沟通频率, 另一方面, 要注

意沟通质量。对孩子要加强自我性安全保护意识教育, 传授基本的保护技能, 增强孩子的辨

别真伪的能力。在注重对孩子的物质投资的同时加大精神关爱, 让孩子感觉到父母的存在,

感觉到家的温暖, 在物质投资方面应该做到有的放矢, 绝不能盲目给孩子过多且没有必要的

零花钱。

2、加强学校性教育, 特别是性安全教育, 弥补家庭性教育的缺失。青春期留守儿童会

面临着许多性的问题, 又几乎难以从学校、家庭、父母处接受到相应的指导, 因为中国的传

统文化背景不利于青春期性教育的开展。出于对孩子责任感, 有些父母会遵循 /同性教育0

的原则, 给孩子必要的性安全教育, 但留守儿童由于缺乏和同性父母或根本没有父母在身

旁, 在接受到家庭性安全教育方面几乎为空白。研究结果显示, 留守儿童接受抚养人或父母

给予的性安全教育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缺少性安全知识和意识, 使得其性安全问

题较为严峻。中国当前的现实决定了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留守儿童群体, 这就要求学校应切实

承担起育人的责任, 加强对学生特别是留守儿童青春期性教育, 以弥补家庭性教育的缺失带

给儿童的影响。

3、充分发挥社会系统综合功能。留守儿童的性安全问题是多种因素导致的, 要解决该

问题, 必须发挥社会系统综合功能。其一, 留守儿童的性安全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监护问题,

而且农民流入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那么让孩子回到父母身边是一个解决当前

留守儿童诸多问题的治本途径。然而目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存, 户籍制度没有完全解

体, 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仍然很多。因而实行民工 /市民待遇0, 加大对流动人口子女,

尤其是农民工子女进城入学的政策支持是解决留守问题的关键。其二,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

律保护, 严惩针对留守儿童的犯罪分子, 特别是对儿童的性侵害。其三, 加大社会环境的综

合治理, 严励打击黄色传媒, 特别要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上网的有关规定与政策, 净化网络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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