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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同语的“同看两会”系列将从多元性别视⻆出发，

带⼤家⼀起看两会代表和委员提出的、与我们权益息息相

关的提议。

本期我们为⼤家梳理校园教育与社会公平⽅⾯与多元性别

群体相关的提议，在此基础上简述社群与该议题相关的部

分事件，本⽂内容以要点形式呈现，想查看原⽂请点击“阅
读全⽂”。

▼

I
守护“玫瑰少年”

关注校园未成年⼈性教育与⼼理健康

01 两会建议：代表、委员这样说

全国⼈⼤代表陈玮：建议在幼⼉园开展性教育

全国⼈⼤代表陈玮呼吁，要在幼⼉园开展性教育，内容

包括认识⾝体，了解新⽣命的诞⽣；认识⾝体的感知

觉，了解情绪、学习积极的情绪处理策略；平等与尊重

⼉童权利，预防⼉童性侵害、学会⾃我保护；遵守社会

规范等8个⽅⾯。同时，应加强对幼⼉园性教育教师的培

养。 

全国政协委员⾼晓笛：建议让性教育进学校进课堂

全国政协委员⾼晓笛表⽰，由于我国学校教育中严重缺

失性教育，造成⼀系列不良后果。她表⽰将性教育提到

了法律、法规层⾯，但落实起来存在诸多障碍，包括对

性及性教育有误解，认为“性=性⾏为”、“性教育=性教唆”

等。⾼晓笛建议，对教育⾏政及学校领导进⾏科学系统

的性教育专题培训。组织专家尽快出台《中国性教育技

术指导纲要》，让性教育进课堂有纲可循。

全国政协委员⻢珺：建议将学⽣⼼理治疗纳⼊医保

全国政协委员⻢珺的提案围绕加强学校⼼理健康教育提

出建议，由于⼼理疾病治疗疗程⻓、费⽤⾼，很多家庭

都难以承担，因此应该将学⽣患有⼼理治疗有序纳⼊医

保范围，或者针对学⽣群体实⾏⼼理治疗费⽤减免措

施，切实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她还建议，教育主管部⻔

应加强对⼼理健康教育⼯作专项督察，确保国家各项政

策到位。

全国⼈⼤代表柴会恩：建议加强中⼩学⼼理教育师资

全国⼈⼤代表柴会恩建议，加强对学校⼼理健康教育的

政策⽀持，制定和完善⽀持与⿎励的相关政策措施。在

⼯作条件、岗位编制、职称待遇、经费设置、科研进修

等⽅⾯对⼼理教育教师给于相应的政策⽀持与⿎励措

施，使得优秀⼈才或在职教师从事中⼩学⼼理健康教育

⼯作。成⽴中⼩学⼼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机构。机构在

教育⾏政部⻔领导下，开展中⼩学⼼理健康教育教学的

研究、研判、咨询、指导、评估、服务等⼯作。

2021年6⽉13⽇“玫瑰少年”分享会

02 现状分析

——⼼理健康教育与性教育
对多元性别未成年⼈的重要性

近年来，未成年⼈⼼理健康与性教育问题逐渐引发社会关

注，各界⼈⼠普遍意识到重视未成年⼈⼼理健康与加强校

园性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2021年11⽉底，⻘年摄影

师@⿅道森在其微博发布题为《⽆需为他⽴碑，只愿玫瑰

年年为他盛放》的“遗书”，随后其遗体被警⽅找到。“⿅道

森”描述⾃⼰在童年时因“⻓得很像⼥孩”、“很乖很礼貌”⽽

被嘲讽为“娘炮”、“假姑娘”，并遭遇了严重的校园霸凌和
性/别暴⼒，其悲剧的经历不仅引发了很多共鸣，更为社会
敲响“关注未成年⼈⼼理健康，重视校园性 /别教育”的警

钟。

⻘年摄影师@⿅道森 在微博发布“遗书”

在多元性别社群中，由于缺少友好的校园环境和成熟的性/

别教育与救助机制，多元性别未成年⼈往往会在成⻓中⾯

临更多的性/别⾝份困惑，也更容易在校园中遭受歧视、霸

凌和侵害，进⽽影响⾝⼼的健康发展。

根据同语发布的《中国多元性别未成年⼈的⽣活与权益研

究报告》，仅有12.2%的多元性别未成年⼈在学校接受过

多元性别教育；并且，多元性别未成年⼈在学校遭遇师⽣

歧视或暴⼒对待的情况⽐较普遍；在⼼理健康⽅⾯，三分

之⼆的多元性别未成年⼈曾因⾃⼰的性倾向、性别认同或

性别表达⽽产⽣过⼼理上的困扰，并伴随着成绩下降

（25.7%），或者有时会对他⼈有肢体或⾔语上的攻击性

⾏为（13.3%）。同时，与其他未成年⼈以及多元性别成

年⼈相⽐，多元性别未成年⼈具有更⾼的抑郁⻛险。⼀份

样本量为1625⼈的调查显⽰，多元性别⻘少年的抑郁量表

（CESD-9）得分显著⾼于多元性别成⼈，也显著⾼于全

国⻘少年样本，其抑郁⾼⻛险的⽐例3倍于全国⻘少年。

《中国多元性别未成年⼈的⽣活与权益》报告部分数据

03 良好实践与未来展望

本次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和委员们都提出要重视校园性教

育与⼼理健康建设，这在⼀定程度上回应了现实所需。于

2021年6⽉开始施⾏的新修订《未成年⼈保护法》第⼀次

将“性教育”写⼊了中国法律，使得“性教育”的开展和落地

有了更加“合法”的⾝份，有利于全⾯性教育的推⼴。⽽在

此之前，教育部曾于2008年发布《中⼩学健康教育指导纲

要》，其中规定要进⾏防艾教育、⻘春期教育和中学阶段

的防性侵教育、性观念教育；国务院《中国⼉童发展纲要

2011-2020》也要求“将性与⽣殖健康教育纳⼊义务教育课

程体系”。但需要指出的是，《未成年⼈保护法》将“性教

育”主要限缩在“预防性侵害”的议题下，⽽未明确涉及对
性 /别平等、反对性 /别暴⼒、多元性别等全⾯性教育议
题，仍然是⼀个遗憾。

《未成年⼈保护法》第40条明确提出开展“性教育”

在未成年⼈⼼理健康保障层⾯，成⽴于2006年的「友善校

园」⼀直致⼒于反校园性别欺凌、关注未成年⼈⼼理健康

和⾏为问题，其通过欺凌个案援助、友善教师及义⼯的培

训、课堂教学和学⽣活动开展等⽅式创建友善的校园⽀持

性环境，这与双会期间代表和委员们强调加强对学⽣⼼理

健康建设的经济和师资投⼊不谋⽽合。⼀⽅⾯，「友善校

园」曾多次进⼊⾼校和中⼩学开展社会性别与多元⽂化公

共课，丰富了校园性/别教育的视⻆；另⼀⽅⾯，其也注重

对教师群体的性别平等培训及互助⽹络建⽴，从⽽为校园

多元性别未成年⼈⼼理健康建设提供更加专业和友善的师

资保障。

当然，本次两会期间，代表和委员们关于校园性教育与⼼

理健康议题的关注本⾝即有重要意义，希望伴随着相关议

题可⻅度的提升，各界能更加注重对全⾯性教育的普及和

推⼴，并更加重视多元性别未成年⼈的校园安全与⼼理健

康。

II
追求公平正义

让公益诉讼更加聚焦弱势群体保护

01 代表、委员这样说

全国政协委员彭静：建议增加反家庭暴⼒公益诉讼条

款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彭静建

议，全国⼈⼤常委会法⼯委在组织妇⼥权益保障法等相

关法律修订时增加反家庭暴⼒公益诉讼条款，增强妇⼥

权益司法保障⼒度和效果。此外，应扩⼤公益诉讼主体

资格，明确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等。

全国政协委员魏世忠：检察机关要多措并举“亮剑”⽹
络暴⼒

全国政协委员魏世忠提出，⽹络暴⼒受害者不仅维权

成本较⾼，还容易陷⼊“取证不能”的维权困境，导致

其⻓期承受精神折磨，甚⾄出现极端事件，不仅影响

社会⻛⽓，还会对⻘少年等群体产⽣负⾯影响。他建

议，在进⼀步完善法律制度强化互联⽹平台管理责任

的同时，检察机关要加⼤对严重危害社会的⽹络暴⼒

⾏为的查办⼒度，充分发挥⽴案监督、提起公诉、检

察公益诉讼等职能作⽤，多措并举遏制⽹络暴⼒。

全国⼈⼤代表常丽虹：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

围

全国⼈⼤代表常丽虹指出，过去⼀年，最⾼⼈⺠法院

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服务⾼质量发展、依法

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等⽅⾯有⼒有效，为平安中国法治

中国建设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最⾼⼈⺠检察院坚持

服务⼤局、司法为⺠、深化监督，在助推⾼质量发

展、保障⼈⺠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取得了

新的重⼤成效。建议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

围，在更宽领域、更⼤范围依法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

利益。

02 弱势群体公益诉讼的艰难起步

⼀般⽽⾔，公益诉讼是指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当前，

我国公益诉讼正处于探索发展阶段，⼈⺠检察院（检察机

关）负有提起检察公益诉讼的法定职责，⽽其法定职权范

围⼀般限定在⽣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品药品安全、国有

财产保护、国有⼟地使⽤权出让、英烈权益保护等领域。

与此同时，伴随着家庭暴⼒、⽹络暴⼒等社会议题的显

现，有更多代表与委员注意到此类事件中，受害者举证难

度⼤、⾃救能⼒有限，⽽建议由检察机关主动介⼊，从⽽

拓展检察公益诉讼的新领域。

事实上，由于⼥性、未成年⼈、多元性别社群等群体在社

会上整体处于弱势地位，其在受到相对强势⽅的侵害时，

迫于能⼒、资源、社会地位的悬殊，难以获得⾜够的⽀持

来维护⾃⼰的合法权益，因此，由检察机关代弱势群体提

起公益起诉，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彰显司法正义。

在多元性别领域，由于国内社会对于多元性别社群普遍存

在偏⻅与污名，其也更容易遭受歧视与暴⼒。例如，在“家

暴”议题下，尽管《反家庭暴⼒法》第37条以较为“性别中

⽴”的表述提出“家庭成员以外共同⽣活的⼈之间实施的暴

⼒⾏为，参照本法规定执⾏”，但当前同性伴侣间的“家庭

暴⼒”依然难以被司法认可。⽽多元性别未成年⼈与⽗⺟等

监护⼈之前发⽣的暴⼒伤害也⼗分常⻅，却更加“隐秘”：

《中国性少数群体⽣存状况——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及

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表明，57.2%的受调查者
报告曾经因⾃⼰的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被家⼈

负⾯对待，“语⾔暴⼒”“经济控制”“被迫进⼊异性恋关系”“强

迫扭转治疗”等暴⼒形式常⻅却难以被公安机关、妇联等反

家暴责任主体识别，甚⾄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对当事⼈产⽣

了⼆次伤害。

03 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的有益探索

近年来，有关拓展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的呼声逐渐热烈，

与此同时，相关部⻔与组织也在开展有益探索。最⾼检、

全国妇联曾在《关于建⽴共同推动保护妇⼥⼉童权益⼯作

合作机制的通知》中提出“针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招聘⼯

作中涉嫌就业性别歧视，相关组织、个⼈通过⼤众传播媒

介或者其他⽅式贬低损害妇⼥⼈格等问题，检察机关可以

发出检察建议，或者提起公益诉讼”；新修订《未成年⼈保

护法》第⼀百零六条规定，“未成年⼈合法权益受到侵犯，

相关组织和个⼈未代为提起诉讼的，⼈⺠检察院可以督

促、⽀持其提起诉讼；涉及公共利益的，⼈⺠检察院有权

提起公益诉讼。”

⻓久以来，伴随着来⾃社会整体的偏⻅与污名，多元性别

社群时常在家庭、校园、职场和社会层⾯遭受各种形式的

暴⼒，且碍于保护个⼈⾝份信息的考虑，当事⼈往往难以

通过司法途径公开维权。同时，多元性别社群遭受的暴⼒

——如前述性/别扭转治疗、强制进⼊异性关系等——往往

更为特殊、隐秘且难以被普通公众识别，更会让当事⼈陷

⼊“维权⽆⻔”的境地。

2014年，男同性恋者⼩振将为其提供性倾向扭转治疗的诊

疗机构告上法庭，并最终获得法院⽀持。法院在本案判决

书中明确“同性恋并⾮精神疾病”，给饱受性/别扭转治疗之

害的多元性别社群带来了福⾳。但是，性/别扭转治疗在国

内并未就此终结，纪录⽚《晓迪》便是万千性/别扭转治疗

受害者的缩影。⽽去年，北京⽔利⽔电学校的16岁学⽣⼩

豪在校园⾥遭受的侮辱和霸凌，更是反映了多元性别未成

年⼈的脆弱和相关救助措施的缺失。

纪录⽚《晓笛》讲述了跨性别⼥孩晓笛在⽣⽇当天被⽗

⺟送往“扭转”学校，遭受各种暴⼒，并最终逃离的故

事。

在检察公益诉讼有望拓展新领域的趋势下，我们呼吁将视

⻆聚焦到多元性别社群所遭受的校园霸凌、性/别扭转治疗
等暴⼒中，有关部⻔应积极回应多元性别社群的诉讼维权

需求，主动为当事⼈提供公益诉讼援助，让⼈⺠群众在每

⼀个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III
总结与展望

在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关注到性/别议题，并在

反就业歧视、单⾝⽣育、未成年⼈性教育与⼼理健康、弱

势群体公益诉讼等领域提出了⾮常有价值的建议，为多元

性别社群权益的保障提供了更多可以探索的路径。此外还

有其他代表、委员提出了很有针对性的建议，如全国政协

委员冯远建议要把第三卫⽣间作为重要⺠⽣⼯程建好、建

到位，并建议从转变观念、完善细节和普及使⽤知识三个

⽅⾯进⾏改进，让“第三卫⽣间”的概念更加深⼊⼈⼼。

但同时，也有⼀些代表、委员的建议并未充分展现性/别友
好，如全国⼈⼤代表、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新合镇党委副

书记、镇⻓李洪亮在《关于加快促进⻘年发展⽴法⼯作的

建议》提出：“各类亚⽂化侵蚀给⻘年思想引导带来挑战。

有些⻘年亚⽂化需要⾼度关注其负⾯影响，⽐如明星应援

⽂化、‘丧’⽂化、LGBT⽂化等。低龄留学⽣从⼩脱离国内
国⺠教育体系，受国外意识形态⻓期熏陶，影响不容忽

视。”其另在《关于加强校园⾃媒体监管的建议》中提出：

“‘表⽩墙’等⾼校⾮官⽅⾃媒体的运营团队普遍管理松散，

⼈员⻥⻰混杂，信息真伪难辨，存在打着志愿公益的旗

号，披着慈善的外⾐，以关爱艾滋病患者、同性恋、男⼥

平权、⽣态环境、动物保护等为名，将西⽅价值观向校园

渗透等问题。”

总体看来，近年来多元性别议题的显现得到了代表和委员

们的关注，但相关建议仍以传统⼆元性别观为主要视⻆，

部分建议甚⾄还带有传统偏⻅。可⻅，多元性别社群平等

权益的保障依然有很⻓的道路要⾛，这不仅涉及陈旧观念

的破除，更有待社群发出⾃⼰的声⾳。期待社群伙伴多多

关注⾝边与⾃⾝权益密切相关的议题，并通过⽇常的社会

参与积极发声，让更多⼈关注到多元性别议题的重要性。

▲

以上就是本期「同看两会」，

如果对于两会提案中出现的其他

与LGBT有交叉性的关联话题感兴趣，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

https://mp.weixin.qq.com/s/IwbDLbF1kca9EeVPrHQt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