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87期)2010(3)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2010-04-20
* 湖北省教育厅2007年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研究课题(2007Z030);华中农业大学2007年“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计划”立项项目

(2007B22)。
作者简介:张延华(1976-),女,讲师;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性别教育。E-mail:zhangyanhua@mail.hzau.edu.cn

农业院校大学生性别认知的调查与对性别教育的思考*

———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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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华中农业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为调查对象,对大学生性别满意度、性别观念等方面进行调查研

究,期望对高校性别教育的深入开展、促进男女大学生都获得充分、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有所帮助。调查发现,大
学生对自身性别总体比较满意,男女生的性别满意度存在一定差异,性别观念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基于高

校性别教育的相对缺失以及大学生对于性别教育的强烈需求,建议高校特别是农业院校尽快开展性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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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以来,性别教育在发达国家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
教育观念的进步与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性别

教育在高校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和阵地。本文以华

中农业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为调查对象,对大学

生性别满意度、性别观念和性观念等方面进行调查

研究,期望对高校特别是农业院校性别教育的深入

开展有所启示。

  一、调查资料与方法

本次调查时间为2009年5月,调查对象为华中

农业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共调查学生200人,
收取有效问卷19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5%。
其中男性30.3%,女性69.7%;年级分组方面,大一

42.1%,大二46.7%,大三10.8%,大四0.5%。全部

问卷资料经检查核实后进行编码和数据录入,采用

SPSS1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类型主要

为单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双变量的交互分类统计。

  二、结果分析

1.性别满意度

调查发现,总体来说,大学生对自己的性别比较

满意。其中认为非常满意的占39.0%,比较满意的

占47.2%,说不清楚的占8.7%,比较不满意的占

4.1%,非常不满意的占1.0%。男生和女生对于自

我性别的满意度存在一定差异,男生对于自己的性

别的满意度比女生高,男生对于自己的性别持“非常

满意”的占61.0%,持“比较满意”的占35.6%,而女

生对于自己的性别持“非常满意”的仅占29.4%,持
“比较满意”的占52.2%(见表1)。进一步分析表

明,在对自己的性别满意度上男女生存在显著差别。
表1 大学生对自身性别的满意度

性别
大学生对自身性别的满意度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说不清 比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男 36(61.0) 21(35.6) 2(3.4) 0(0.0) 0(0.0)
女 40(29.4) 71(52.2) 15(11.0) 8(5.9) 2(1.5)
总数 76(39.0) 92(47.2) 17(8.7) 8(4.1) 2(1.0)

 注:χ2=20.046,P<0.05;表中括号内的数字为百分比(表2、表3
同)。

2.性别观念

(1)对性别歧视的看法。调查显示,对于“你是

否认为现实社会中有性别歧视现象”时,绝大多数认

为有性别歧视,比例高达93.8%。在这一点上,男
女生无显著差异,一致认为性别歧视现象普遍存在。

(2)对性别平等的看法。对于男女平等,《墨西

哥宣言》早就作了比较权威的界定:它是指男女的人

格尊严和价值的平等及男女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

等[1]。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社会和家庭生活各方面都享有和男子平等

的权利,法律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早已成为一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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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至今日,社会现实和公众观念层面上的“男女

平等”究竟如何呢? 受访大学生中84.0%认为“有
了进步但还没有完全实现”,认为是“一个美好的愿

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占11.9%。
表2 性别与“是否认为有性别歧视”的交互分类表

性别
是否认为有性别歧视

有 没有 感觉不到

男 55(93.2) 1(1.7) 3(5.1)
女 128(94.1) 4(2.9) 4(2.9)
总数 183(93.8) 5(2.6) 7(3.6)

 注:χ2=0.779,P>0.05

(3)对部分传统性别观念的看法。调查结果显

示,对于 “男性学习能力天比女性强”和“男性受教

育程度应该比女性高”的说法,被调查者大多数持否

定态度。对于“男性应该有更广的交际面”和“男性

比女性在就业方面更有优势”,持传统肯定态度的占

大多部分。
(4)婚姻家庭观念。近年来,在大学女生中间

“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不胫而走,这既反映了

部分女大学生择偶标准的变化,同时也折射出女性

应该固守婚姻家庭角色的传统观念。在全体被调查

者 中,对“对女性而言,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

“不同意”者占64.6%,“同意”者占22.7%,“说不

清”者占12.9%。而对于女大学生而言,65.9%坚

决否定“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但持“同意”态度的女

大学生也占有一定比例(20.7%)。进一步分析表

明,男女大学生在“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上的

差别不显著。这说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虽有一定

的市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
越来越多的女性勇于开拓事业,努力实现自我价值。
另外,相对于一般人群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思想观念更具现代性,因而大多数学生对于“对女性

而言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持否定态度。少数

学生持同意态度,反映出部分女大学生在社会竞争

面前的退缩和无奈,以及陈旧观念和社会压力带给

她们的认知变化。
表3 性别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交互分类表

性别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同意 不同意 说不清

男 16(27.1) 36(61.0) 7(11.9)
女 28(20.7) 89(65.9) 18(13.3)
总数 44(22.7) 125(64.4) 25(12.9)

 注:χ2=0.959,P>0.05

在婚姻家庭观念上,对于“男人以社会为主,女
人以家庭为主”的观念,“不同意”者占64.6%,而对

“女性应避免在社会地位上超过丈夫”的观念,大部

分也持“不同意”态度(56.9%)。另外在家庭的家务

分工上,对于“结婚后女性比男性应该承担更多的家

务”的观点,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受到了挑战,持否定意

见的居多,“反对”和“强烈反对”之和占到61.6%。
表4 对性别角色特征的比较

项目
类 别

男性角色的主要特征 女性角色的主要特征 中性角色的特征

名次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名称 粗犷 刚烈 冒险 包容 进取 坚强 贤良 温柔 弱小 细致 坚强 包容 进取 坚强 包容 冒险

人数 17 135 111 60 57 39 162 150 120 105 52 34 114 103 99 75
百分比/% 88.2 69.2 56.9 30.8 29.2 20.1 83.1 76.9 61.5 53.8 26.8 17.4 59.1 52.8 50.8 38.5

  (5)性别角色特征比较。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证

明,“人们普遍认为男性是有抱负的、有独立精神的、
富有竞争性的,女性是依赖性强的、温柔的、软弱

的”[2]。勇敢、坚强、理性通常被认为是真正的男子

汉品格,而温柔、贤惠、感性常被认为是具有女人味,
这就是历史传承下来的性别刻板印象。本次调查发

现,男性角色特征排名前六位的依次为粗犷、刚烈、
冒险、包容、进取、坚强;而女性角色特征前六位排名

依次为:贤良、温柔、弱小、细致、坚强、包容。可见,
两性角色特质中坚强、包容是共有特质,这与调查中

属于中性特质的主要集中在排名前四位的进取、坚
强、包容、冒险有着一致之处。大学生选择男性角色

独有的特质主要是粗犷的、刚烈的,而选择女性角色

独有的特质则按重要性依次为贤良、温柔、弱小、细

致。
研究表明,大学生对男性角色观认同更趋传统,

将男性描绘为粗犷的、刚烈的、冒险的、包容的、进取

的、坚强的;而对女性角色观认同既体现了传统观念

影响(贤良、温柔、弱小、细致),同时也体现出一定的

现代性(认为女性坚强、包容,而这是以前男性的独

有特征)。可见,大学生对于男女性别角色特征虽然

还存在一定的刻板观念影响,但这种差异并不明显,
并且已出现中和的趋势,发展出相对中性的性别角

色特征。

3.对开展性别教育必要性的认识

调查显示,大学生对于高校开展性别教育的期望

和要求比较迫切,认为“非常有必要”的占41.8%,认
为“有必要”的占51.0%,两项之和占到了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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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性别教育的思考

1.大学生对自身性别总体比较满意,男女大学

生存在一定差异

性别教育是使男女两性都获得充分、自由、平等

和全面发展的教育,其实质不在于消除两性发展上

的差异,而是如何使两性都获得全面发展。性别教

育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何为男人? 何为女人? 男

女两性对于自己的性别满意吗? 满意或不满意的原

因是什么? 调查发现,大学生对自己的性别总体比

较满意,性别满意度处于一般水平,同时发现,男大

学生的性别满意度比女大学生高。究其原因,可能

与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男大学生的职业角色与

性别角色的关系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这有利于他们

增强自信和确立较大的自我发展目标,而女大学生

却会因性别角色和职业差异的矛盾冲突产生困惑,
由此会成为她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2.性别观念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织

(1)大学生主张两性平等、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呼唤性别平等早日实现。大学生大都认为性别平等

虽然有了进步但还没有完全实现,现实社会中性别

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男女平等”目前还只是一

个美好愿景。调查发现,在人际交往和就业方面体

现“男强女弱”的传统性别观念比较明显,而在学习

能力和受教育程度方面,绝大部分学生对于“男性学

习能力天生比女性强”和“男性比女性应该拥有更高

的受教育程度”的说法持否定意见。近年来,政府在

促进女性教育与就业方面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社
会为女性成长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平台,
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以往有了大幅度提升,社会生活

中涌现出大量优秀女性人才,凡此种种使得大学生

看到女性的学习天赋和职业能力并不亚于男性,应
该也可以通过发挥自身聪明才智努力实现自身价

值。在婚姻家庭观念方面,无论是择偶观、两性社会

地位还是家务分工,都体现出对于传统性别角色的

挑战。
(2)传统性别角色特征呈现模糊化,双性化课题

值得关注。调查发现,大学生对男性角色观认同更

趋传统,而对女性角色观认同既保有传统观念,又具

有现代倾向。男女性角色特征的某些概念特征已经

模糊化,“中性”以及“双性化”越来越受到关注。这

其实就是近年来有学者指出的双性化人格的表现形

式。“双性化人格又称两性化人格、心理双性化或双

性同体在心理学层面上的表现”[3]。在双性化人格

理论研究者看来,传统意义上的男性人格特征和女

性人格特征是可以在一个个体身上得到很好的融

合,很多被旧有文化约定为男性或女性单独拥有的

人格特质,实质上是属于两性共有的性别特征。陕

西师范大学李少梅1998年对319名男女大学生的

调查研究证明,“在人格发展及适应水平上,双性化

者最优,男性化者、女性化者次之,最差者是未分化

者”[4]。可见,双性化教育有利于减弱性别刻板印象

的消极影响,有助于形成大众化的性别意识,值得深

入研究。

3.农业院校开展性别教育迫在眉睫

性别观念和行为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机组成

部分。大学阶段正值青年大学生性别角色选择和准

备时期,他们面临着诸多性别角色选择和定位的困

惑。在社会民主化和多元化的历史进程中,大学生

的性别意识、性别态度和性别角色定位,不仅关系到

他们自身的发展,还将直接影响到成千上万未来家

庭的质量、未成年人的发展和社会和谐程度。性别

教育就是要使男女两性都获得充分、自由、平等和全

面发展的教育。高校开展性别教育,可以促进大学

生对性别问题的理解,克服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

见,强化性别平等和社会和谐的意识,为大学生特别

是女大学生提供一个客观认识自我、理性认识社会

的性别视角,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年男权制度历史的国

家,文化和传统对民众影响至深,尤其是在广大的农

村。同时,新中国女性解放运动自上而下推进的历

史也使得性别平等在法律层面和公众观念层面出现

不对等,科学性别意识的引导、理性性别行为的塑造

还需时日。多数农业院校学生来自农村,家长受教

育程度相对较低,受“重男轻女”等传统思想影响较

重,部分地导致农村学生性别刻板印象浓重。而学

校是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农业院校多囿

于传统,在校园精神上存在保守倾向,师生人文素养

和审美情趣相对欠缺,校园文化活动还缺乏对性别

问题的关注。因此,相对而言,农业院校开展性别教

育的形势更严峻,任务更重。
调查发现,部分学生性别意识懵懂不清,性别观

念受传统影响至深,对“男女平等”等某些性别问题

的看法还停留在经验感知阶段,缺乏深入分析与理

性应对的能力,这与高校性别教育的缺失不无关系。
同时,调查也表明在校大学生对于开展性别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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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需求非常迫切。长期以来,高校缺乏“因性施

教”的理念,对学生实施的是“无性别教育”。由于缺

少社会性别意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

到女大学生的性别视角和心理需求,更不可能专门

为女大学生营造成才的氛围和成才的条件,当女性

潜能未被挖掘出来时,“无性别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

的大氛围中可能就忽略了女性成长的空间拓展和潜

能开发时机,这就会给女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带来滞

后性影响,进而影响男女大学生发展的同步性[5]。
我国政府在2001年由国务院通过的《中国儿童

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规定“将性别平等意

识纳入教育内容”[6]。高校贯彻“因性施教”的原则,
就是要针对两性心理发展所存在的客观差异及其产

生的原因,按照教育的目标要求和理想的健康人格

的标准,主动塑造和发展个体的性别心理特征,并完

善和提高不同性别个体的整体心理水平[7]。在具体

路径方面,正如学者闫广芬所指出的那样,要将先进

性别文化纳入到大学文化建设中去,成为学校全体

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其中包括有

形的制度建设、课程设置、教育教学活动等,也包括

无形的大学的教育理念、校风、学风、教风等学校风

貌的建设等[8]。开设性别教育课程是目前最重要也

是最便利的措施之一。目前,少数大学开设了部分

性别系列选修课,但从全国来看,性别教育课程建设

还是处于起步孕育阶段。我们应在学习外国经验的

基础上,把性别教育课程纳入国家高等教育课程体

系之中。可以加强教师性别意识的培养,鼓励性别

教育融入课堂;开设性别教育公选课程,举办各种性

别教育知识讲座,通过开展“女大学生风采展”等第

二课堂特色活动营造校园性别氛围,鼓励和指导学

生开展性别问题调查研究,多层面、全方位地普及和

渗透性别教育,强化新时代科学性别意识的培养,促
进大学生的全面成长和素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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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onRecognitionofGenderRoleandReflectionon
GenderEducationofAgriculturalUniversityStudents

———ACaseStudyo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ZHANGYan-hua,YAOJiang-lin,XUYan,ZHOULei
(DepartmentofStudentAffairs,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Thisresearchtakesundergraduatesi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asrespondents
andmakesaninvestigationonthestudents’gendersatisfaction,sexualconceptsetc.inthehopethatit
maycontributetothefuturegendereducationinuniversitiesandthepromotionofbothmaleandfemale
universitystudents’full,free,equalandall-rounddevelopment.Theinvestigationfindsthattheuniversi-
tystudentsaresatisfiedwiththeirgendersonthewhole,butthereisadifferencebetweenthegirlsand
theboys.Theirsexualconceptsalsoreflectamixtureofmodernityandtradition.Itisstronglysuggested
thatgendereducationshouldbecarriedoutinuniversities,especiallyagriculturaluniversitiesassoonas
possiblebecauseofthelackofitandthestrongdemandforitfromthe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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