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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视野中的高校女生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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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  高校教育体制的 /男性中心0模式, 决定了高校德育的无性别状态。缺乏性别意识与性别举措的高校德育不

仅无力解决女大学生的道德困惑与道德危机,也不利于发展和谐的性别文化。而引入女性主义理论,在女性主义视野中观照

并展开高校女生德育能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具有必然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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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校女性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 30年来, 高校女生的比例连年增加。国家教

育统计网显示, 1997年,女生在普通高校在校生中的比例为

37. 32% , 2005年, 达到 47. 08% , 2006年底, 达到了 48. 1%。

目前, 在全国尤其是以城市考生为主的地区, 女生升学的比

例递增迅速, 2007年,上海、北京、天津、新疆等地, 高考录取

比例已经出现女生反超男生的现象。据广州日报报道 ,

2008年 9月份一开学,从复旦大学传来消息,该校 2008年录

取的 3871名新生中, 男生 1847名,占 47. 7% ; 女生 2024名,

占 52. 3% , 这是该校历史上女生比例首次超过男生。女多

男少的现象正从外语专业类院校、师范类院校逐渐向综合性

大学蔓延, 在以理工科专业为主的院校里,女生的比例也逐

年攀升, 即使是临床医学这种男生占优势的专业, 女生亦从

/绝对劣势0过渡到 /微弱优势0。在高校中, 女生不仅呈现

量的激增, 更有质的优势, 女生的学业成绩往往比男生更优

秀, 女生的学业优势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性话题, 欧美一些

国家甚至为此提出 /拯救男孩计划0。

总体看来, 中国 /高校女生潮0正风起云涌, 中国女性高

等教育的发展势头强劲。这幅图景在令人欣慰的同时, 也提

出了一个更深沉的问题: 如此多的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 是

否带给她们一个性别平等的结果,并通过她们带给社会一个

性别平等的结果?

环顾周围, 女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仍阻力重重, 受到歧

视; 无论在政界、科学界、商界或是其它公共领域, 有成就的

女性精英可谓凤毛麟角, 这与她们在校时的 /辉煌0形成强

烈反差。由此, 我们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就不那么乐观了。

目前我国的教育模式, 根本上是按男性的生理和心理特

征及思维模式设计的。从专业隔离、学生自我管理活动、教

学资源配置、校园文化等诸方面的性别差异可以透视到性别

等级制度的存在与刻板的传统角色定位。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 教育公

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0 [ 1]而高校教育体制中对性别意

识的漠视,导致在性别维度上教育的不公平, 进而蔓延至社

会上的性别不平等。十七大报告同时指出 /要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0 [ 1], 可见德育是高校教

育的重中之重。而与高校教育模式的 /无性别0意识一致,

高校德育工作也处于无性别意识状态。面对社会开放和价

值观多元化的现实,高校德育正逐步走出封闭式教育运作模

式,倡导德育的开放性。但在对德育开放性的呼声中, 我们

听不到或很少听到性别意识的声音。从德育目标、内容到方

法、评价, 几乎没有将性别因素考虑进去。

传统的德育体系是以男性特征的理性思维模式构建的,

迎合了父权制追求的普遍性、科学性、理性以及二元对立性,

而忽略了女性道德倾向与发展相对于男性的独特性。简单

的用这种男性的德育教育体系对女生实施德育, 有悖公平,

也难以真正有效解决女大学生的道德困惑。

实现高校教育的性别平等是社会进步与高校发展的必

然趋势,而在德育领域倡导 /因材施教0, /因性别施教 0无疑

吹响了性别平等的冲锋号角,因为德育是高校教育的重中之

重。对大学女生实施有效的、有针对性、体现性别差异的德

育教育,对于她们以健康的心态求学, 以自信的姿态走向社

会,以积极的状态开拓事业与人生具有重大意义。

二  女大学生中的道德危机

一般而言,危机 ( cr is is)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突发事件,



一是指人所处的紧急状态。道德危机即道德所面临的紧急

状态, 它表现为道德伦理与道德行为的紊乱、失衡。

当代女大学生的整体风貌是健康的:大部分女生崇尚良

好的社会公德, 追求真挚的情感,具有自立、自尊、自信、自强

的时代精神, 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呈现出积极向上

的道德主流。但也有部分女生道德滑坡, 处于道德失衡状

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 ) 道德信仰缺失, 崇尚相对主义

部分女大学生缺乏人生理想与信念,用怀疑的眼光看世

界, 崇尚相对主义。道德信仰的缺失使得她们对未来没有明

确设计, 对一切都无所谓, 是非观念淡薄, 责任意识肤浅, 生

活与学习无目标, 时常陷入空虚、迷惘、痛苦之中。这种意志

消沉的状态极易发展成心理困扰乃至心理疾病。为摆脱空

虚, 部分女生躲进网络的虚拟世界或情爱游戏中, 但这使她

们更空虚, 形成恶性循环。

女大学生道德信仰缺失有诸多因素, 如单亲家庭的阴

影, 媒体与网络的误导, 个体自身对道德修养与道德认知的

淡漠等, 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后现代思潮的负面影响。

后现代主义是 20世纪 60年代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

泛文化思潮, 它是作为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批判与否定而

兴起的, 具有消解主体性、反中心、反本质、反理性等特征。

后现代主义于 20世纪 80年代初传入中国并迅速扩张, 引发

一股 /后学0热。这股热潮不可避免地波及到高校, 从而对

我国当代大学生, 自然包括女大学生产生重要影响。后现代

主义批判了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有积极意义。但它对现代

性的批判矫枉过正, 又走向了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这使得

许多信奉它的女大学生也陷入了道德信仰的真空状态。

(二 )束缚于传统性别观, 对自我进行 /弱者0定位

部分女大学生认同于传统性别角色, 自我期望值较低,

有自卑、自疑的弱者心态。高校 /急嫁族 0的出现便是这种

思想的凸显。对于某些女大学生而言,大学生活的全部意义

就是嫁得更好。所谓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0, /找工作不如找

老公0。大学校园文化中流行着一些戏谑贬低女性的顺口

溜, 既是 /急嫁0焦虑的反映, 也强化了此种焦虑。如 /大一

女生是樱桃, 好看不好吃; 大二女生是苹果, 好看又好吃; 大

三女生是黄瓜, 不好看好吃;大四女生是西红柿,你以为你还

是水果呢! 0这些顺口溜以一种现代式的幽默,折射了传统的

陈旧的女性 /花瓶0意识以及 /女子无才便是德0观念依旧根

深蒂固地存在于以文明著称的高校,腐蚀着当代大学生尤其

是女生的人生观与道德取向。

/弱者0心态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文

化, 传统德才观、尊卑观、贤良观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也

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女大学生的意识,使她们缺乏独立性与自

我创业的勇气。

另一方面在于, 当今社会无论是体制还是具体实践过程

都存在着 /重男轻女0的性别歧视现象。例如在现有教育体

系下, 女生从历史文化和学科知识中更多地得到的是否定自

己的依据 [ 2] , 强化了她们 /男主女从0的伦理观。又如女大

学生就业和职位的升迁都较男大学生更为艰难,要受到一定

的性别限制,这严重挫伤了她们追求事业成功的激情。

(三 ) 盲目追随不良商业文化,道德价值功利化

部分女大学生缺乏诚信, 责任意识淡化,唯利是图, 追求

享乐主义人生,婚恋观、道德价值观呈功利化趋向。例如,一

些女大学生为了获取物质利益或快捷的达到某种目的, 不惜

进行色情交易。吉林省妇联 2006年末至 2007年初对吉林

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长春税务学院和长春工程学

院共五所高等院校的女大学生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显示

有 21. 2%的女生认为傍大款 /很正常0。

探寻女大学生道德价值功利化的原因, 可以从社会与个

体两个层面进行。从社会因素来看, 商品经济在我国迅速发

展,犹如一把双刃剑, 在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金钱

至上、见利忘义、及时行乐等负面商业文化。从个体层面来

看,部分女大学生没有坚定的人生观、价值观, 自身对社会不

良风气缺乏免疫力,容易受到诱惑与腐蚀。

当代女大学生所呈现的道德危机严重阻碍着她们的发

展,也影响着和谐社会的营造。这些与人生观、价值观、婚恋

观、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的道德问题隶属高校德育范围, 而目

前高校德育由于缺乏性别意识和性别举措, 对具有女性特殊

性的女大学生道德问题难免力不从心, 以致不能有效解决。

因此将性别意识引入高校德育,从女性主义视野中来观照高

校女生德育迫在眉睫。

三  女性主义视野与高校女生德育

女性主义是来自西方的一个概念, 从它传入中国之日起

就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女性教育的发展。 19世纪末 20世纪

初,在西方形成了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高潮并逐步传入中

国,在中国导致了一场争夺妇女教育权的运动, 最终在制度

和实践上确立了 /男女相同0的教育模式。 20世纪中后期兴

起的第二次女权运动于北京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后在中国

获得较大发展。这一次的女权运动对过去 /以男性为中心0

的妇女运动模式提出了质疑,它开始关注女性经验的独特之

处,关注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及男女两性的和谐发展。当女

性主义以性别视角研究高等教育系统时, 发现这种以强调

/理性0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模式, 其实是以男性为

主导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反映, 它与女性

的认知、体验和直觉相去甚远。因此这种貌似规范性、客观

性和中立性的 /男性中心0视角不可能成为完整的研究视角

和立场。如果以 /道德0为切入点来看, 大学生道德发展和

道德判断的性别差异同样是客观存在的。卡尔 # 吉利根在

其研究中一再指出, 男人和女人使用不同的道德语言: 男人

用抽象的语言表达公正、公平、平等的权力, 他们强调准则和

权利的公正伦理;而女人则用相对具体的语言表达关怀、同

情、责任和共鸣 , 她们重视具体情境、关系和责任的关怀伦

理。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内尔 # 诺丁斯 ( Ne l

Noddings)更是把关怀伦理学直接运用于学校的道德教育实

践,在西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这对于我国高校德育无疑具

有启迪和借鉴性。

据调查,中国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女性主义理

论知之甚少, 妇女解放的责任感不强。性别意识与人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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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人权意识、生态意识一样, 都是一种现代意识。女大学生

虽然接受了现代新知识教育,学习了崭新的科学技术,却缺

少应有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道德。女生这种主体意识的缺

乏及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漠然, 将反过来促进社会对传统观念

的认同程度, 极其不利。

把女性主义理论引入高校 ,使其成为大学生尤其是女生

的思想武器具有重要意义: 它有助于大学生用女性的眼睛看

教育, 把过去认为理所当然或自然的性别差异和分化重新作

为问题来认识; 有助于女生在理性上认识到双重社会标准引

起的困惑与压抑, 把个体经验与群体意识相结合, 增强对女

性处境的独立思考与批判建构能力。女性主义的精髓即在

于培养女性的 /女性意识0, 引导她们正确认识自我, 认识自

我与社会的关系, 对自我价值进行肯定, 勇敢的追求自我解

放, 将自己塑造成自强、自立、自尊、自信、自治的时代新女

性。女性主义在女生德育中的最大优势体现在:一旦这一先

进的性别理论为女大学生掌握并内化到她们的灵魂当中, 将

会使她们具有自我警醒、自我修养的能力。女性主义能帮助

女生树立一种既在地位上、人格上与男性平等, 又具有女性

自身特点和优势的女性形象, 并倡导与上述形象相吻合的道

德行为规范。而女大学生一旦具备了道德方面的自我修养、

自我完善能力, 高校的女生德育工作将会轻松许多并带来满

意效果。

探讨女性主义与高校女生德育工作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途径, 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入手:

(一 )改革高校课程设置

高校应增设有关妇女学、女性解放运动史、女性主义在

中国的发展等经典女性学课程作为必修课;增加素质选修课

中具有女性特色课程的含量。西方的女性学科建设起步较

早, 各大学普遍设有女性学课程。美国早在 1974年全国高

校已经开设了 4490门女性学课程。在我国教育改革中, 女

性教育一直较少普及。目前, 我国也有多所高校相继成立了

女性研究机构, 并开设了女性学必修或选修课, 但相对于高

校女生数量的蓬勃增长,其发展力度仍显不够。

(二 ) 创立女性主义社团

应在高校中积极创办女性主义社团,由其充当传播女性

主义、和谐性别文化的先锋。女性主义社团负责组织、安排

具有女性特色的活动。如举办 /成功女性0系列讲座, 邀请

成功女性或女性道德楷模来校演讲、作报告; 组织女大学生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举办女性主义知识竞答或女生才艺展

等。总之,力争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进行专门的女性觉醒与参

与意识的教育。

(三 ) 成立女大学生心理咨询机构

应在高校中成立专门的女大学生心理咨询机构, 增加女

性心理辅导员的数额,以及时解决女生特殊的身心问题。如

对女大学生婚恋观的解疑与引导,使她们明确爱情的真谛,

懂得处理爱情与友情, 爱情与理智之间的辩证关系; 对临近

毕业的女大学生进行有关择业求职的心理辅导; 关注贫困女

大学生的心理压力等。

现代社会既需要竞争、创造, 也需要关心、理解、宽容与

合作,这是一种通达的智慧。将 /和谐0二字拆开,发现这个

词原本就由两个元素组成: 一是 /和 0, 意指 /和而不同0; 一

是 /谐0,意指 /人皆能言0。相应地,和谐的性别文化也囊括

了两个层面:一是承认性别差异, 尤其是几千年来被遮蔽了

的女性性别的独特性与优势; 二是要做到 /人皆能言0, 即男

性与女性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并能相互聆听与沟通。

和谐性别文化的缔造离不开具有性别意识的高校德育

体系的建构;而具有性别意识的高校德育体系的建构离不开

女性主义理论的支撑。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

园0, 当我们带着鲜明的性别意识,以女性主义视野观照高校

女生德育,并切实将理论与德育实践相结合时, 就一定能真

正解决高校女生道德困惑与道德危机, 从而迎来高校德育

/春满园0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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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M oral Education aboutG irl Students in the F ield of Fem inism

YAN H an- y ing

(Univer sity of South Ch 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The educational pa ttern in Ch inese un ive rsity is androcentric, wh ich dec ided nonsexua l state in un iversity mo ra l edu-

ca tion. The un iversity m oral education ne ither reso lv e studen t g irls m oral problem s no r is in favor o f deve loping ha rmon ious sexua l cu-l

tu re fo r lack ing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a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in the theory o f fem in ism to reso lve the above– m en-

tioned problem s effec tive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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