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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进女厕
引热议
如何让尴尬
不再重现？
专家：加强性别意识，
家长首先要转变观念

带娃在外如厕的尴尬不只发生在妈
妈们的身上，爸爸们也有同样的遭遇。

“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就选男厕所
没人的空档，抱着孩子进隔间让孩子上厕
所，尽可能保护自己孩子和他人的隐私。”
管先生说，自己也知道这样不利于孩子建
立性别意识，所以经常会跟孩子强调“女
孩子本来是要去女厕所的，但因为爸爸是
男的，不能进女厕所，而你还不会自己上
厕所，只能用这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了。”

到了女儿五六岁的时候，管先生就
让女儿自己一个人上女厕所了，“不放心
的话，我会请一起进厕所的女同志帮忙，
照看一下。”

近几年，“妈妈带男童进女厕所”的

话题屡见报端，管先生认为，在培养孩子
的性别意识、如厕意识上，爸爸也有着很
大的责任。

“从女儿进入幼儿园小班起，我就不
帮她洗澡了，顶多帮她洗洗头。”管先生
说，从生活小事着手，让孩子自己萌生性
别意识，这是家长必须要做的功课。而
且，在孩子能够自主如厕后，家长应该多
鼓励，即使尿湿了，也不要批评，以免打
击孩子的自信心。

在管先生看来，最重要的还是家长
的意识要跟上，“家长永远是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我们更多时候要站在孩子的角
度上思考，如何做才能成为孩子的榜样，
而不是只考虑自己方便与否。”

近日，某地一名6岁
男童跟着妈妈进了女卫
生间，导致他人不满，双
方因此发生激烈争执。
视频被传至网络后，迅
速登上热搜，引起网友
热议。

尽管事后双方已达
成和解，但事件余波仍
在。我们发现，男童进
女厕所这样的事件，似
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
网络上砸出“大水花”，
争议的焦点在哪里？热
议的背后又反映了怎样
的情绪和诉求？

男童进女厕所再引争议是
社会大众对儿童性别意识观念
的差别。浙江省特级教师、宁
波市鄞州区托幼实验园园长林
佩芬认为，幼儿期的孩子对性
别没有正确的认知，更不能从
心理、言语、行为上去分辨或保
护自己。若家长盲目地以为小
孩哪懂什么男女性别之分，这
是肯定是不妥的，也没有考虑
到别人的感受。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
的进步，现在宁波大部分幼儿
园都会给女童的厕所安上一扇
小门，或是装上一块挡板，拉上
一块布帘，以此保护女童如厕
时的隐私。在浙江省等级幼儿
园评定中，也有相关的要求。”

林佩芬说，此外，幼儿园会在教
学活动、游戏活动、生活活动等
方面，融入性生理教育、性心理
教育、性道德教育的内容，通过
课程内容浸润让孩子们知道男
女有别。

如果家长总以“孩子小”为
理由，频繁带着孩子进入异性
厕所等公共空间，既让异性看
到孩子时会感觉被冒犯，又会
让孩子产生错误的性别意识，
甚至对他们的成长与认知造成
困扰。因此，家长首先要转变
观念，对儿童的性别意识提高
重视，同时应在家庭教育中对
孩子进行行为、意识上的培养，
在外出时提供性别认知的机
会。 记者 陈嫣然 钟婷婷

“母亲担心孩子一个人上厕所不安
全，这可以理解，但作为一名女性，我也
很担心我的安全是否得到保障。”00后
的小陈向记者回忆了她两次在公共厕所
里遇到的“不愉快”。

“在一个商场的女厕所，我一进去就
看见，有个妈妈在帮助小男孩上厕所，还
没有关门。”小陈说，如此“辣眼睛”的一
幕，让小陈感到很不自在，只好快步离
开。

小陈说，还有一次，也是在商场的女
厕所，一个看上去像小学生的男孩在女
厕所里来回走动，“看着这个小男孩习以
为常的样子，实在让人有些担心。”

尽管心里很不舒服，但小陈也只能
选择视而不见，或者离开。小陈希望，公
共场所可按照相应比例修建或改造一些
家庭厕所、无性别厕所等，一些商场、超
市等人流量较大的场所，也可以提供孩
童看护服务，帮助那些独自带娃的父母。

“我儿子5岁开始不愿意
去女厕所了，我单独带他时候，
他也一定要进男厕。”图图妈妈
也经历过“要不要带男童进女
厕所”的尴尬时期。

图图今年6岁，在鄞州区
一所幼儿园读大班。三四岁
的时候，图图妈妈也曾带图图
上过女厕所。那时候图图比
较小，没有在厕所里碰过提出
质疑的人。去年，自从图图认
识了男女厕所的标志后，就主
动要求去男厕所。当妈妈要
带他进女厕所时，他天真地对
妈妈说：“进去了就变成女孩
子了。”

图图妈妈自然尊重孩子，
但她也有自己的顾虑。“一般
男厕所里没有儿童小便池，如
果没有独立的隔间，成人的小
便池对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
又有点高。另外，冬天的时候
系裤子也比较麻烦。毕竟年
龄小，有些事情还不能独立完
成。有一次他去蹲坑里拉便
便，差点滑倒了。”图图妈妈
说，卫生问题、安全问题都会

让她对图图单独上公共厕所
有所顾虑，尤其是安全问题，

“商场里的厕所设施比较完
备，我担心会少一点。如果是
去外面旅游，在景区上厕所，
我就会比较担心。比如我要
上厕所，让孩子一个人在外面
等，肯定不放心啊。”

多位家长告诉记者，自己
的孩子在小时候确有在异性卫
生间如厕的经历。

“我觉得小学生基本上是
可以独立上厕所的，在上幼儿
园中班、大班这个阶段是最尴
尬的。”轩轩妈妈作为三年级孩
子的家长，分享了一些“过来
人”的经验，比如自己上厕所的
时候，让孩子在门口唱歌、背古
诗，有电话手表的时候，可以跟
孩子打电话保持联络，以确保
孩子的安全。

同时，也有家长呼吁在公
共场所增加第三卫生间、亲子
厕所的厕位。一位家长说：“商
场里虽然有第三卫生间，但往
往只有一个厕位，小孩子憋不
住。”

公共场所增加第三卫生间、亲子厕所的厕位

不少女性担心如厕安全受到影响
“在厕所这样的私密场合，看到异性出现会有被冒犯到的感受”

女孩父亲也会遭遇相同的尴尬
“实在不放心，会请其他女同志帮忙照看孩子”

加强性别意识，家长首先要转变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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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张女士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
了，但她发现收益并未如她所愿，于是来
到银行咨询。张女士平日里工作较为繁
忙，前些年买的股票因疏于管理导致亏
损严重，后来听朋友建议转做短期理财
产品，可理财到期后却总是无暇顾及，资
金又长时间闲置在活期账户，这些年的
投资经历可谓是又费时又糟心，收益也
没多少。这次，银行的理财经理根据张
女士的风险承受能力及资金使用计划定
制了一份资产配置建议书，向其提供了
多款产品组合来满足客户的资金需求，
经过充分的沟通并结合张女士的风险测
评结果，最终确定了产品购买方案。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市面上的理
财产品种类日益多样化，投资渠道也越
来越宽。众所周知，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但如果只选择购买一类产品，那所有的
风险都将集中在一起，所以张女士不论
是炒股还是购买短期理财都没有真正对
资产做到合理分配，更无法有效规避投
资风险。为此，宁波银行建议关注资产
配置的核心理念，做到以下三点：

一、了解资产配置的基本概念。资
产配置是指根据投资需求将投资资金在
不同资产类别之间进行分配，通俗来说，
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
里”，通过不同类型产品的投资，在获取

理想回报的同时，实现收益与风险的平
衡。

二、科学规划个人资产。对资产进
行合理的规划和配置，简单可使用“4321
原则”，也就是将个人的资产分为4份，即
40%“保本的钱”、30%“生钱的钱”、20%

“保命的钱”以及10%“要花的钱”，并适
时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和情况做出调
整，在保证流动性的同时实现财富增长。

三、理性选择理财产品。金融消费
者要树立理性投资的理财观念，正确认
识收益与风险的关系，根据自己的风险
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进行投
资，重点关注产品的风险等级、投资方

向、盈亏规则等，客观分析、理性判断。
宁波银保监局提醒广大市民：做好

个人投资规划，理性选择理财产品，使用
正确的资产配置方式合理地规避投资风
险，让投资更安心。

记者 徐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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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产品慎选择 合理配置更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