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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视角下高校女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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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大学生的成长发展，社会性别理论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针对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社会性别意识缺失的现象，通过强化师生社会性别意识、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拓展思想政治教育

途径、整合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等措施提高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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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校女大学生群体不断壮大，女大学生占在校生比例也持续增加，

女性本专科生在校生比例由１９９８年的３８．３１％增加至２０１０年的５０．８６％［１］，到２０１３年的５１．７４％［２］；

女硕士在校生比例由１９９８年的３５．４０％增加至２０１０年的５０．３６％［１］，到２０１３年的５１．３８％［２］；女博士

在校生比例由１９９８年的２０．３６％增加至２０１０年的３５．４８％［１］，到２０１３年的３６．９０％［２］。女大学生的成

才发展，不仅关系到其自身价值的实现，而且关系到女性人才资源的开发与妇女的解放。思想政治教育

影响女大学生的思想认知和价值取向，左右其行为，在其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国务

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随着高校女大学生群体数量的日益扩

大，如何立足高校女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成为高校面临的一个重

要课题。

社会性别（Ｇｅｎｄｅｒ）是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它产生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美国女权运动中。社
会性别理论认为男、女差异由社会和文化建构而成。国际妇女运动的开展，使得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得到

广泛传播和认同。随着１９９５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精神的推广普及，社会性别这一概念逐渐进入中国社会的主流话
语体系。社会性别作为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工具，为高校和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为研

究如何提高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１　高校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
１．１　教育主体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

性别意识教育是教育工作者理应具有的教育理念，但现实是，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工作者都不具有

性别意识教育的理念。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女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关注不够，缺乏相关社会性

别教育的内容和教材，较少组织针对女性发展的讲座和活动。近年来在各大高校开展的女生节活动，更

多的停留在服饰模特大赛、女生形象设计、礼仪讲座等传统性别刻板印象层面，而“倡扬性别视角，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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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声音”、培养女生“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等具有社会性别意识、促进女大学生发展的活动较少［３］。

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潜意识里认同传统的性别观念，认同男强女弱，将男生成绩好归因为聪明，将女生

成绩好归因为努力［４］；将具有挑战性的创新任务交给男生，将整理资料等事务性工作交给女生。这种

传统的性别观念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的传递给了高校学生，使得女大学生“认同”自己能力不如男生

的“事实”，降低成就动机，“认同”传统性别刻板观念。

１．２　教育客体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
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女性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妇女地位有了较大提高，但不能忽视的是，

“男尊女卑”的性别偏见意识仍然充斥在社会各个角落。女大学生受教育程度高，知识丰富，有实现自

我价值的追求，但从小成长于性别偏见的社会环境下，其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

表现为低自我认同感。在面对学业、婚恋、就业等问题时，社会不公平因素和较低的自我认同使得女大

学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少女大学生降低自我要求，认为没必要争强好胜，择偶方面，更倾向于寻找

强势占主导地位的异性，甚至有不少女大学生在大学阶段就忙于相亲，成为毕婚族，来逃避就业的压力。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在女大学生中还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她们还没有意识到“性别角色”是具

有可塑性的，她们遵从传统的性别观念来要求自己，其价值取向、人生目标都受到负面影响，不利于自我

成长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１．３　教育内容无性别化
长期处于男性掌权中的高等教育，其学科、专业设置及知识体系都带着强烈的男权意识，教科书中

对女性形象的描述存在不公平现象，主要表现为被忽视（女性出现的次数和频率都少于男性）、被省略

（对女性的角色和活动略而不谈）、被歪曲（女性必须在男性的主导下才能参与社会）、被刻板化（男主外

女主内）［５］。男性掌权的高等教育文化呈现的是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加上女大学生在就业时

面对的不公平，严重冲击着女大学生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意识，性别教育课程在高校教学计划的缺

失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现象。绝大多数高校都缺乏从性别视角来设置课程和编写教材，在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主要课程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

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都没有涉及社会性别教育的内容，男性认知和思维方式被过分注重，

女性经验被边缘化。

１．４　教育环境无性别化
教育环境对学生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受校外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也受

校内文化环境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视为阳，代表着刚、强、尊、贵，女性视为阴，代表着柔、

弱、卑、下，而男性特征被认为是更有价值的。自幼成长于这种文化环境中的女大学生不可避免的受到

影响。高校内部，一方面，男性占主导的学校领导潜移默化的让学生认同男尊女卑的性别角色，另一方

面，学校相关的规章制度潜意识也都是基于男性立场，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忽略现实中男女两性的差异。

女大学生占大学生比例持续增加，男女受高等教育机会看似平等，但深入了解发现，男生在学生干部选

拔、优秀学生和奖学金评定等方面的机会都远远大于女生。校园文化活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

延伸，其组织者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在引导女大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活动、促进女大学生发展、树立大学生

社会性别意识等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从某种程度上固化了传统的性别观念。

２　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高校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２．１　强化师生社会性别意识

一是教者心中有性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的重要渠道，要从法律和制

度上将社会性别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在师范教育及教师继续教育中，纳入社会性别内容，更新

教育者的教育理念，培养其社会性别意识。在教育过程中，自觉关注受教育者的性别差异，从性别视角

来认识和把握教育规律。在教学设计、师生交往过程中消除性别偏见，在课堂讨论时增加女性发展的相

关话题，对女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给予肯定和鼓励。在日常管理中，全程贯入社会性别意识，

确保男女两性在教育机会、教育过程、教育结果方面的平等。二是学生心中有性别。女大学生应该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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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性别进行审视，建立社会性别意识，领悟社会性别理论所倡导的科学、公正、平衡两性关系的真正内

涵，树立积极的人生目标，建立科学的人生规划，提升自我期望和成就动机。内化社会性别意识，自觉地

用社会性别理论指导自己的生活学习，促进自我成长，在学业上，发掘潜能，力争优秀；在社团活动中，积

极主动，敢做领袖；在生活上，合理调节，健康向上。

２．２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创新原有内容，一是增加“四自精神”内容。通过“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教

育内容，增强女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引导她们树立理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实现自我价值。

二是增加社会性别理论的婚恋观内容。中国传统婚恋观尊崇“男主外女主内”，压抑女性才能，遏制女

性发展。只有消除这种性别偏见，树立平等的性别观念，才能建立和谐的婚恋观，在和谐的两性关系中

促进女性发展。三是增加与社会性别相关的法律法规内容。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

法》《婚姻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学习，让女大学生对相关权益有更清晰的认识。四

是开设性别教育的系列课程。通过开设“性别教育”课程、讲座，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性别观念，建立科

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女大学生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待和解决现实问题。五是增加职业生

涯规划教育的内容。就业难是女大学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高女大学生的职业素养，树

立职业规划意识，有助于建立女大学生就业自信，实现自我价值。

２．３　拓展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在坚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途径的同时，针对女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不

断拓展工作方法和形式，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一是全体教育与个体教育相结合。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要认识到男、女性别差异，针对女大学生的心理、情感特点，在全体教育的基础上开展个性化教育。

引导女大学生借鉴榜样的成功经验，利用心理测验、自我评估等方式增进自我了解，培养自我主体性和

独立性。二是理论讲授与讨论交流相结合。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在传统的教师讲授的基础上，引入讨

论，在平等的交流过程中，教师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女大学生的个性特点，女大学生也能更好地将知识内

化为自觉行为。三是他人督导与自我参与相结合。充分发挥女大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改变传统思想

政治教育中学生的客体性、被动性。受社会文化影响，女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低，主体意识薄

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鼓励女大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获得成长。

２．４　整合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基于社会性别理论审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努力创设一个平等、自由、开放、尊重个体发展的环

境，促进女大学生身心发展。一是校园文化环境。校园文化具有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两性平等的

校园文化有利于大学生形成科学的思想价值，完善其人格品性。利用宣传栏、广播、主题活动等形式宣

传社会性别理论，树立优秀女性榜样；组建关注女大学生个体发展的社团，定期举办相关讲座、活动，聘

请专家就女大学生价值观、婚恋观、就业观等进行引导。二是校园管理环境。纳入社会性别理论，对教

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性别意识进行督查；在学生干部提拔、优秀学生评定、奖学金评定等方面，平衡男

女两性比例，树立优秀的女大学生形象。三是网络信息环境。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教育成为现有

教育形式的补充，利用网络的共享性、及时性，开设女性主义网络课程；利用网络论坛，就性别问题开展

讨论，教师要善于运用社会性别理论进行引导；还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宣传男女平等，促进女大学生自

我觉醒，实现个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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