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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流  2008.3.1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基真小學  堂校家庭通訊，逢每月一及十六日派發。 

 
藝人網上不雅照片餘波：教育孩子的好時機                  

近月擾攘全城的疑似藝人

裸照風波隨著部份當事人已

向公眾作出交代，警方展開

深入偵查，事件似乎已告一

段落。然而有關互聯網使用

者的道德責任、傳媒的專業

操守與規範，網絡文化的急速發展，以至教育

界及學校對事件作出一系列的跟進，仍有待進

一步反省及討論。 

由於各大報章雜誌都曾以此事件作頭條報

道，不少雜誌封面更連載有關圖片，加上不少

小學生亦有上網習慣，子女可能無可避免地接

觸到這些照片，家長在關注事件發展之餘，亦

應趁此良機，抽取當中元素，作為性教育、保

護私隱、上網操守的引子，與子女進行寶貴的

一課。 

 不雅照片事件轟動海內外，令不少家長已無

法就兒童對事件及有關性問題的提問，再作迴

避。不少家長擔心如何回答子女有關性的問

題。為何家長們都怕在子女面前談性？一個人

成長後的道德價值觀，往往建基於兒時的家庭

教育，包括性教育是否足夠。性教育乃全人教

育重要的一環，所涉及的範疇包括： 

1. 男女身體的異同、個人生理及心理的成長，

尤其是青春期的變化 
2. 兩性相處：交友、約會、

戀愛、婚姻的問題 
3. 兩性身分及角色的探索 
4. 組織家庭和養兒育女的觀念 
5. 性與社會的問題，如避孕、墮胎、娼妓、性

病等 
6. 性與文化及傳媒，如色情資訊氾濫 
7. 性差異與變態行為，如同性戀、性騷擾、兒

童性侵犯等 
何謂性行為，對性的價值觀等，都是性教育的

一部分。 

性教育愈早開始愈好，家長該正面回應 

兒童性教育泛指向初生至十二歲的兒童

灌輸性知識。由出生到兩歲，幼兒身體發

育迅速，他們會透過感官的觸覺去探索自

己的身體和外界環境，所

以教育孩子認識自己的身

體，已經是性教育的一部

分。教導孩子認識自己的

成長變化，有助他/她與人

建立健康良好的關係。 
抓緊時機，按孩子年齡及其認知層面進行 
學前至初小： 
家長可以透過性教育書籍及圖片，向孩子

講解男女各有不同的生理結構。因應近期

報刋刋登的照片，幼童難以避免看到，家

長可以藉以灌輸「性侵犯」的知識，教導

孩子如何保護自己：身體是寶貴的，乃天

父所創造；不要讓人拍下自己的裸體，也

不可替別人拍攝；不要將自己及家人的資

料任意放上網；圖片在沒有徵得別人同

意，不可隨便 Forward 等。 
高小至初中： 
這個年紀的孩子對性行為已有概念，除了

身體變化，性格亦開始略帶反叛。家長可

以直接向他們指出性行為的後果，包括性

病、意外懷孕等。至於拍攝性行為，同時

有多個性伴侶等，更容易帶來身體及情感

上的傷害。家長應正面教導孩子性與愛的

關係、對異性的尊重、如何面對朋輩壓力

及影響，以及網上安全守則。至於藝人偶

像方面，家長先要劃分藝人行為的對與

錯，避免藉此事件任意踐踏孩子的偶像，

更要幫助孩子理清他們認同和喜歡的，只

是偶像的演藝。 
內容輯錄自： 
1. 羅惠儀：《不雅照氾濫，家長應變策》。
（18-2-2008）香港經濟日報，C9 版。 

2. Angel：《不雅照示警：性教育乏系統》。
（20-2-2008）星島日報，E4 版。 

3. 徐惠儀。(2004) 。《知情識性－家長必修親子
性教育課》香港，家庭基建，頁 24-27。 

9 



《暖流》第九期                                                          二零零八年三月一日            頁二 

性教育的三個層面 
1. 傳授正確的性知識，因為錯誤的認知會導致錯誤的行為。 
2. 以積極正面的態度面對性問題，不以性為忌諱，亦不會拿性來開玩笑。 
3. 傳遞及建立健康的性價值觀念，懂得平衡自由與責任，不會輕易受不良的潮流文化影響。 

親子性教育宜與忌 
忌 
1. 操之過急，以為一次的解說孩子便會明白。 
2. 同一時間處理太多問題，孩子無法掌握要

點。 
3. 強行訂定行為準則要孩子遵守。 
4. 漠視孩子的發問、並著他不要胡言亂語。 
5. 缺乏溝通的渠道與機會。 
6. 單向的教訓，沒有聆聽及回應的時間。 

宜 
1. 先建立親密及信任的關係，成為孩子無所

不談的朋友。 
2. 按孩子的理解程度分享自己的經驗，不要

過於深入或誇張。 
3. 培養孩子自學的精神，透過閱讀吸收正確

的性知識。 
4. 雙向的溝通模式，讓孩子可以發問及回應。 

（歡迎你寫下經驗分享或回應擲回，註明學生姓名及班別，我們將送贈一份心意禮物給你） 
…………………………………………………………………….…………………………………………… 

親職好書網  
孩子要到幾歲，才可以跟他/她談性？  

除了性知識，性教育還包括甚麼內容？ 

爸爸或媽媽，哪一位較適合跟孩子談情說性？ 

孩子已步入青春期，現在跟他/她談性會不會太遲？ 

愈早開始給孩子教導正確的性知識和價值觀，就是送給他們生命的一份重要禮物，讓他

們能夠掌握著個人成長的鑰匙，了解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發展，學會愛惜和保護自己的身體，

培養健康的自我形象，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不會誤墮色情陷阱。如果錯過了幼年時開始性

教育的時機，更加不能放棄孩子青春期這個成長的關鍵時期，而最重要的是跟孩子築起一道

價值的防線，避免受色情媒體的污染，保持貞潔等待真愛。 

徐惠儀、林添德著：《讓孩子懂性－爸爸媽媽性

教育心得》，香港，家庭基建，2006。 
本書由親子性教育專家徐惠儀和林添德撰寫，

分享兩人在工作上與

不同家長、小孩和少

年人接觸，推廣性教

育的經驗，以及他們

分別在自己的家庭

中，向兒子和女兒實

行性教育的心得，包

括從幼兒、兒童、少

年以至青春期子女生

理及心理的需要等，

全面、有趣、實用。 

徐惠儀：《知情識性－家長必修親子性教育

課》，香港，家庭基建，2004。 
十二課性教育 DIY 及每章附錄的筆記速讀，以

生動有趣的討論活動及

習作，助家長深入淺出

地向孩子權輸愛惜保護

身體的意識，同時跟孩

子探討迎接青春期的準

備、約會攻防策略、兩

性角色的確立及價值防

線的堅持等課題。 

（大家可向家長資源

中心借閱） 

………………………………………………………………………………………………………………….

歡迎投稿 
 凡與「健康家庭」有關的文章（包括家庭生活心得、感受分享、好書介紹等）一律歡迎，文

章字數請勿多於四百字。本刋亦歡迎家長提問有關親子溝通、夫婦相處、教育、健康等問題。 
 來稿請附姓名、學生班別及姓名、地址及聯絡電話。稿件恕不退回，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 
 來稿請擲回學校校務處，或電郵至基真小學助理校牧岑樹基宣教師 keichun@pacific.net.hk。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編印（電話：2958 0958） 

家長回應  若對本通訊有任何意見，可填寫於下方並擲回學校校務處收。 
--------------------------------------------------------- -------------------------------------------------------- 

 家長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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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  班別：______  日期：____月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