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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教育思潮与我国女性教育发展的新思路
冯志强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 济南 250358）

【摘  要】：本论文研究了我国女性教育面临的性别歧视问题以及女性主义教育思潮对女性教育目标的影响。通过数据和表格的分

析，我们发现在我国女性教育领域，性别歧视问题依然存在于选学和专业限制、教育资源不平等、性别刻板印象和暴力问题等方面。

然而，女性主义教育思潮的兴起对传统女性教育目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着重家庭角色培养转变为强调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

推动女性的独立和职业发展，争取平等的教育机会，强调女性自主决策和为女性争取权益。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女性教育目标的

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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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gender discrimination faced by women's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impact of feminist education 

trends on women's education goals. Through data and tabl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gender discrimination still exists in the field of female 

education in China, including restrictions on school selection and majors, unequ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gender stereotypes, and violence. 

However, the rise of feminist education has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raditional female education goals, shifting from emphasizing family 

role development to emphasizing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rights, promoting women's independence and career development, striving for 

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emphasizing women's independent decision-making and striving for women's rights. These changes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women's education goa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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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近年来，女性教育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社会

的进步和发展，女性在教育领域中的地位和角色逐渐得到提升。

本研究旨在探讨我国女性教育的现状和问题，以期促进女性教

育的进一步发展。

1.2 研究问题
目前我国女性教育面临哪些挑战和问题？

是否存在性别歧视对女性教育的影响？

如何改善我国女性教育的现状和促进性别平等？

1.3 研究方法
介绍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如下：

文献综述：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分析和归纳我

国女性教育的历史回顾、现状和问题。

数据分析：收集和分析相关的统计数据和调查结果，以支

持对我国女性教育现状和性别歧视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专家访谈：面对面或在线与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访谈，了

解他们对我国女性教育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2 女性主义教育思潮的理论基础

2.1 女性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女性主义起源于 19 世纪晚期的女性解放运动，是一种关

注女性权利、平等和自由的社会政治运动。女性主义的发展可

以追溯到不同时间和地区的不同阶段，其中包括第一波女权主

义、第二波女权主义和第三波女权主义。

第一波女权主义强调女性的政治和法律权利，争取妇女参

政权和财产继承权等基本权益。第二波女权主义则关注更广泛

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包括性别意识、家庭、媒体和教育等方面

的问题。第三波女权主义注重解构性别二元论和扩展女性主义

的范围。

女性主义的起源和发展为女性主义教育思潮提供了理论基

础，推动了对性别意识和性别平等问题在教育领域的研究和

实践。

2.2 女性主义教育思潮的核心概念
自主性：女性主义教育强调女性的自主性，鼓励女性摆脱

传统社会对女性角色的限制，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职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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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女性主义教育追求性别平等，在教育中强调对女性

和男性平等的对待，消除性别歧视和性别不平等现象。

倾听和关怀：女性主义教育鼓励倾听和关怀，培养学生的

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促进性别和情感上的理解和尊重。

反思和批判：女性主义教育鼓励学生对传统性别观念和社

会结构进行反思和批判，以推动社会的性别意识觉醒和变革。

2.3 女性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
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美国女权主义者、教育家

和作家，强调教育对于个体解放的重要性，提出了女性主义教

育的概念和原则。

约翰·希德曼·米勒（Johnnetta B.Cole）：美国妇女主

义者、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倡导女性主义教育的理念，关注教

育的社会性和文化性。

苏珊·麦金塔什（Susan McGee Bailey）：美国教育家和

女权主义者，致力于推动女性主义教育在学校中的实践，并关

注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3 我国女性教育的现状和问题

3.1 我国女性教育的历史回顾
我国女性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尽管女性教育曾存

在一定的限制和局限，但在某些时期和地区，女性也有机会接

受教育。

进入 20 世纪，女性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政府发布了

一系列教育政策，鼓励并保障女性接受平等的教育机会。

长期以来，我国女性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

教育的扩张和普及，女性教育水平逐渐提高的过程。

3.2 我国女性教育的现状和挑战
目前，我国女性教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面临着一些挑

战和问题。

首先，尽管女性在教育参与率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仍

存在性别差距。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相对较低，特别是

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学习和就业机会有

限。这种性别差距限制了女性在职业发展和科技创新领域的发

展空间。

其次，传统性别观念和性别歧视依然存在于我国社会和教

育体制中。女性在教育过程中面临着性别刻板印象、职业选择

的限制以及性别歧视的待遇。例如，一些学校和教育机构对女

性学生的期望较低，给予的资源和支持也相对不足。这种性别

歧视限制了女性学生的自主决策能力和职业发展机会。

此外，女性教育在内容和方法上还存在着缺失。传统的教

育体系往往强调学习知识和技能，而忽视了培养女性的自主性、

批判思维和领导能力。女性教育需要更加关注性别平等意识的

培养、社会参与能力的提升以及对性别歧视的批判能力的培养。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我国女性

教育的发展。首先，需要加强性别平等意识的普及和教育，

通过开展性别教育课程和活动来减少性别歧视和刻板印象的影

响。同时，要加大对女性教育的投入和支持，提供更多的教育

资源和机会，推动女性在各个领域的平等发展。此外，还需改

革教育内容和方法，注重培养女性的自主性、批判思维和领导

能力，使女性教育更加贴近实际需求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

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可以期待我国女性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为女性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平等的教育环境，促进社会的进步和

发展。

3.3 我国女性教育面临的性别歧视问题
在我国女性教育领域，性别歧视问题依然存在，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选学和专业限制：女性学生往往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

面临选学和专业限制。某些学科被认为是男性优势领域，女性

学生往往面临进入这些领域的障碍。这种限制不仅影响女性学

生的自由选择，也制约了女性在科技、工程和其他高薪行业中

的参与度。

教育资源不平等：在农村地区和贫困家庭，女性学生面临

着教育资源不平等的挑战。缺乏足够的教育资源和机会，导致

她们难以获得优质的教育。这种不平等不仅限制了女性学生的

发展，也加剧了社会性别差距。

性别刻板印象：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对女性学生的教育产

生了负面影响。这种刻板印象将女性视为弱势、情感细腻和

缺乏领导能力，从而影响了女性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自我认知

和自我发展。这种偏见也在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的分配中体现

出来。

性别歧视的暴力问题：女性学生在校园和社会中面临性别

歧视的暴力问题。校园霸凌、性侵犯和性别歧视言论等问题对

女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习积极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种暴

力不仅侵犯了女性学生的权益，也削弱了她们在教育中的参与

和表达能力。

面对这些性别歧视问题，我国女性教育需要采取一系列措

施来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学生的发展。这包括营造包容性和平

等的教育环境，推动性别平等教育的普及，加强对性别歧视行

为的监管和惩罚，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机会，增加对女性学

生的支持和关怀。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可以逐步消除性别歧视，

促进女性教育的公平和发展。

4 女性主义教育思潮对我国女性教育的启示

4.1 女性主义教育思潮的核心理念和原则
女性主义教育思潮的核心理念是强调女性的自主性、平等

和关怀。它认为女性应该有权利和能力自主选择自己的教育和

职业道路，不受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同时，女性应该享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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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不受性别歧视的影响。

女性主义教育思潮还强调倾听和关怀的重要性。它认为教

育者应该倾听女性学生的声音和需求，关注她们的心理健康和

发展需求，为她们提供支持和指导。这种关怀能够促进女性学

生的成长和自信心的培养。

此外，女性主义教育思潮还强调培养批判思维和反性别偏

见的能力。它鼓励女性学生思考和质疑社会、文化和性别的不

平等现象，并积极参与到推动性别平等的行动中去。这种批判

思维和反性别偏见的能力对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女性的自我解

放具有重要意义。

女性主义教育思潮的核心理念和原则为我国女性教育的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它呼吁创造一个注重女性的自主

性、平等和关怀的教育环境，培养女性学生的自信和批判思维

能力，推动性别平等的实现和社会的进步。

4.2 女性主义教育思潮对我国女性教育目标的影响
女性主义教育思潮对我国女性教育目标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传统上，我国的女性教育目标主要侧重于培养女性的家庭

角色和传统女性美德。然而，自从女性主义教育思潮的兴起，

女性教育目标逐渐发生了变化。

女性主义教育思潮强调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重要性，提

倡为女性争取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权力。它的出现促使了我国女

性教育目标的转变，从单纯的培养家庭角色转向了培养女性的

独立、自主和职业发展。

以下是对比传统女性教育目标和女性主义教育目标的一些

数据：

目标 传统女性教育目标 女性主义教育目标

教育内容 着重家庭角色培养 强调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

职业发展 以婚姻和家庭为主 强调女性的独立和职业发展

教育机会 有限的教育机会 争取平等的教育机会

自主性 依赖他人决策 强调女性自主决策

女性权益 传统女性美德为主 强调为女性争取权益

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女性主义教育思潮对我国女性教育目

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促使我们更加重视女性的平等权益，

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并鼓励女性积极参与职业发展。这有助

于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使女性能够在家庭和社会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女性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需要不断地推动和改进。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为女性争取

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权益，确保每个女性都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

潜力。

4.3 女性主义教育思潮对我国女性教育政策的启示
完善性别平等法律和政策：女性主义教育思潮启示我们要

制定和完善性别平等的法律和政策，确保女性在教育中享有平

等权利和机会，消除性别歧视。

加强性别教育和性别平等意识培养：女性主义教育思潮启

示我们要加强性别教育和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从教育中的课

程设置和教学实践中传递性别平等的观念和价值观。

推动教育改革，多元化教育内容与方法：女性主义教育思

潮启示我们要推动教育改革，多样化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满

足女性学生多元化的发展需求和学习风格。

5 我国女性教育发展的新思路

5.1 培养女性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教育模式
在女性教育中，应该注重培养女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

需要给予女性学生更多的自主决策权和自主选择权，让她们

能够根据自身兴趣和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目标和职业发展

方向。

教育模式应该强调培养女性学生的决策能力、自我管理能

力和自信心，让她们能够在教育和职业生涯中自主掌控自己的

命运。

5.2 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教育策略
在女性教育中，应该打破性别刻板印象，鼓励女性学生选

择更为多样和广阔的教育和职业领域。教育机构和教育者要提

供丰富多样的教育资源和机会，让女性学生能够充分发展自己

的潜力和追求自己的兴趣。

5.3 强调性别平等和尊重的教育环境
创造性别平等和尊重的教育环境对女性教育的发展至关重

要。教育机构和教育者应该致力于构建一个公正、平等、包容

的教育环境，消除性别歧视，确保女性学生能够在平等和尊重

的氛围中学习和成长。

教育者应该积极培养学生的性别意识和性别平等观念，教

导学生尊重他人的选择和权利，并帮助学生认识到性别不应该

成为限制自己发展的桎梏，应该努力创造一个更为平等和包容

的社会和教育环境。

6 结论

6.1 总结研究发现
研究发现，女性主义教育思潮对我国女性教育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它强调女性的自主性、平等、倾听和关怀，以及反思

和批判的能力。这些核心理念和原则对于促进女性的全面发展、

提倡性别平等意识以及培养批判思维和反性别偏见的能力具有

重要意义。

此外，新思路中的培养女性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教育模式以

及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教育策略也为我国女性教育的发展提供

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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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对未来女性教育发展的建议
在未来的女性教育发展中，应进一步深化女性主义教育思

潮的理念和原则。要强调女性的自主性和平等，培养女性学生

的自主决策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

我们也应采取更加积极的教育策略，包括教育模式改革和

教育环境改善。培养女性学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思维需要提供更

多的选择空间和机会，让她们能够根据自身兴趣和能力选择适

合自己的教育和职业道路。

同时，我们需要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打破性别刻板印象，

创造一个注重性别平等和尊重的教育环境。这需要各级教育部

门、教育机构、教育者以及家庭和社会共同合作，改变传统观念，

推动性别平等意识的普及和实践。

通过以上的努力和探索，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女性教

育将会更加平等、自主和充满活力，助力女性实现个人价值，

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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