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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教师职业性别隔离的表征及原因 ①

———基于女性主义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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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主义认为，美国父权制文化是美国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文化根源，美国高校女教师职业性别隔离是父权

制文化在学术权力体系中的反映和延伸。在父权制文化的背景下，美国高校教师职业性别隔离显著地表现在学科水平

隔离与职称垂直隔离两个方面。职业性别隔离严重阻碍了高校女教师职业发展，只有深入撼动父权制文化，才能真正从

根源上消除高校教师职业性别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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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职业性别隔离与父权制文化的内涵
职业性别隔离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因性别差异而被分配、集中到不同的职业类别，担任不

同性质的工作［１］。职业性别隔离具体体现为水平隔离（横向隔离）和垂直隔离（纵向隔离）。父权制最

初是指以父系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原始社会基本单位的制度。在父权制家庭中，男性占主导地位。

随着女性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父权制的内涵已远远超越了最初的定义，成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

制，女性主义革命的标靶［２］。

２　美国高校女教师职业发展的表征
父权制文化下的教育观就业观严重妨碍了高校女教师职业发展，造成了高校女教师职业性别隔离，

具体体现在学科领域的水平隔离以及职称和管理层级的垂直隔离。

２．１　学科领域的水平隔离
数学、科学、计算机、建筑工程等女性稀少的学科通常被称为“男性学科”，而人文艺术等女性教师

和学生占多数的学科则被称为“女性学科”。之所以会出现学科性别差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归

结为男女认知差异、男女兴趣不一样、社会分工不一致等等，然而无论是出于个人原因还是社会原因，其

根源离不开性别文化对于男女角色的建构。“女性主义认为，这种以性别来划分学科并不是人类生物

进化的自然分工，也不是学科理性沉思的结果，而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是社会意识形态、权力系统和利

益基础在学科领域表现的结果。”［３］因而，此种学科的划分的实质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在高等

教育、学科领域上的反映和延续。而这种学科划分反过来又加深了性别刻板印象，导致该学科难以聘任

和留任女教师。其不良影响具体表现为

第一，“男性学科”领域中的女教师学位与职位不平衡。随着男女平等意识的逐渐增强，女性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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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的杰出表现，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基础教育中，女生对理工科学习的兴趣增加，选择该学科的人增

多，相应地，未来成为科学家、工程师的女性也会增多，职业性别隔离也会随之消除。然而，情况却不尽

然。一方面，在高等教育中选择就读数学科学等领域（ＳＴＥＭ）的女生比例低于男生，直接影响了该领域
高校女教师的学历背景。例如，在２００６年，有２９％的男性选择就读 ＳＴＥＭ专业，而女性则为１５％。其
中，选择工程学、计算机、物理专业的学生，男性占１／５，女性则只有５％。另一方面，取得该领域高学历
的女教师，难以取得与其学历相匹配的职位。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做的一项研究，对比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６
年女性获取理工科博士学位及终身教授的情况。该研究假设，女性在１９９６年取得博士学位，并用十年
的时间进入大学从教竞争终身教授岗位，其结论是，十年前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数远高于十年后取得终身

教授职位的女教师人数。１９９６年有１２％的女性获得了工程学博士，相应地，２００６年只有７％的女性获
得了终身教授职位。

第二，“男性学科”中的女教师被孤立。数学科学等领域的高校女教师比例很少，许多女教师是该

系唯一的女性。根据一项调查，美国的大学中，只有２０个物理系有４个以上的女教师。性别比例严重
失衡的工作环境，直接影响着女教师学术事业发展和工作满意度。哈佛教授 ＣａｔｈｙＴｒｏｗｅｒ主持了高等
教育学术事业合作研究，该研究调查了１３０所大学的教师工作满意度。其结果显示，在“环境适应”“与
年长同事合作”“学校对家庭的支持”方面，女性的满意度远低于男性。女教师难以在这样的学术环境

中找到归属感，严重影响女教师的身心健康和职业发展。Ｔｒｏｗｅｒ说，“如果你觉得不适应这个环境活在
环境中没有归属感，你的满意度肯定会很低，因为归属感既是人的天性，也是获得终身教授的关键。”此

外，“男性学科”中的女教师经常被排斥在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活动以及学术科研合作之外，缺乏交流、

指导和榜样让女教师的职业道路举步维艰。

第三，女性学学者的学术成果受到轻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美国涌现了大量的女性学研究项目和
女性学杂志，女性学课程也在各个大学广为开设，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受到学生的欢迎。然而，由于潜

意识的父权制观念影响，一些学者始终对女性学存在偏见，不承认发表在女性学期刊上的学术成果，给

女性学学者终身教授审核制造了障碍，严重影响了研究女性学女教师的职业发展。一方面，女性学论文

多发表在女性学期刊上，而非系院公认的顶尖期刊。例如，一位历史系的女性学学者，可能将自己最有

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发表在《女性学研究》这类跨学科的顶尖杂志上，而非顶尖的历史期刊，如《美国历史

参考》等杂志上。另一方面，终身教授需要同事的投票意见，而一些对女性学并无过多关注的同事会判

定其学术成果不具备申请终身教授的资格。女性学从历史、哲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解构传统的女性角

色和女性文化，为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因而，对待女性学学术成果的态

度，折射的是一个人的性别文化观和性别价值取向，贬低女性学不仅仅是学术价值判断失误，也是一种

性别歧视。

２．２　职称晋升垂直隔离
职称是学术权力的重要象征。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说，高校中的学术权力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复制

了家庭中的父权制结构，是父权制文化在学术体制中的反映和延展。受父权制文化影响，美国曾有一些

学者专家提出女性的生理结构不适合学术工作，长期的脑力活动会影响到女性的生殖系统，而心理学家

则用“母亲”崇高的养育天性来绑架女性，将一些青少年的不良行为归咎于幼时母亲没有投入更多的时

间关心教育。虽然如今“生物决定论”已被推翻，女性也尽力平衡家庭与工作，这些带有父权制色彩的

观念仍然隐性地影响着女性学者的学术事业，将其置于学术权利的底层。具体表现为，职称级别越高女

性人数越少，职称级别越高男女工资差越大。

第一，职称级别越高女性人数越少。２００９年，女性只占全职教授岗位的２８．０％，早在１９８１年，此比
例更低为１０．０％。职称是对高校教师学历、教学、科研等多方面衡量考查而得出的评价结果，是高校教
师专业素养及综合能力的体现。女性占高职称岗位比例低下，是否意味着女性没有达到晋升标准，女性

缺乏与男性教师竞争的软硬件条件？美国透明民主的评价规则，很容易将男女教师职称比例差距合理

化，忽略性别文化这一隐性规则，从而对这一问题给予肯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职称晋升的硬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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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是学位高低。根据美国教授协会的一项调查，美国女性在学位获取比例上占有优势。几乎在每个

学位阶段女性最终获得学位证书的比例都高于男性。例如，２０１０到２０１１年，女性获取了６０％以上的研
究生学位，５２％以上的博士学位。这一结果至少说明，女教师至少具备了与男教师同等的学术研究能
力，以及与男教师竞争高级别职称的学历背景。为何高比例的学位并没有相应高比例的高职称级别呢？

其原因不外乎，女性的孕育周期与职称竞争期冲突、恶劣的学术工作环境、家庭对于女性的影响、女学者

无法分享到优良的学术资源。而这些原因背后，都掩藏着一只性别文化的大手，这只大手掐住了女性的

喉咙，让其成为学术权力体制中的失语者。

第二，职称级别越高男女工资差越大。男女同工不同酬是美国从古至今各行各业都存在的现象，

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性别市场文化，是最明显的性别歧视。在高等教育领域，男女职称相同，女教师也

难免于“二等公民”待遇，且职称级别越高，女教师所占同级别男教师工资的比例约小。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１０
年，女性副教授和助教的工资约为同级别男性的９０％以上，而女性教授只为男性教授的８５％左右。从
教学的角度来看，同样也是教师任教的级别越高，男女教师工资水平差距越大。２０１０年，在培养学士机
构任教的女教师，其工资约为男教师的９０．２％，培养研究生机构任教的女教师为男教师的８８％，培养博
士的该数据则为７８．３％。这一明显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工资制度透露着对女性培养精英的教学能力、
钻研科学的学术能力的强烈质疑，是对女性可以与男性公平竞争，女性与男性同等优异甚至优于男性的

抗拒，是父权制文化最肆意的表达。

３　美国高校女教师职业性别隔离的原因
美国高校女教师职业性别横纵向隔离，归根结缔是父权制文化造成的。几乎在每个人类发展的重

要领域里，在每个标志着人类进步的重要里程碑上都能看到父权制的烙印。从宗教文化的性别观来说，

亚当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夏娃是亚当的一根肋骨，是为陪伴亚当而生。夏娃受到诱惑偷禁果，因而

人类被驱逐出伊甸园，造成了“原罪”。由此可见，男性先于女性存在，而女性从属于男性并为男性服

务，女性要为其“原罪”付出代价。从生理学来说，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达尔文进化论同样体现

了浓厚的父权制文化色彩，进化论强调气质的生物学基础，强化了女性的母性本能，将白人男性看作进

化论的最高峰，相较之下，女性便沦为在感觉、运动、智力方面都有缺陷的人［４］３３－７０。从心理学来说，精

神分析派的鼻祖，心理学的奠基人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同样具有强烈的男权色彩。弗洛伊德提出“生理

即命运”，女性会因不同于男性的生理差异，而对男性产生阴茎嫉妒，女性发现自己处于阉割状态而自

卑沮丧。父权制文化渗透了身心灵三层领域中的文明建树，同样，在此种背景下产生的科学文化又为父

权制，男女性别差异理论提供了合法性。

随着女性意识发展，美国政府、社会、高校等各个层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高校女教师乃至整

个女性群体解决其在职业道路上遭遇的性别隔离，极大地撼动了父权制文化。然而，父权制文化已经渗

透到西方文明大厦的每一个基点，只有更加努力，不仅从立法制度层面规定男女平等，而且要从观念，从

父权制文化的根源将其连根拔起，女性才有可能真正推翻男权体系，铲除性别隔离，从而实现在物质上

和精神上都能与男性并肩站立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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