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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从专业选择角度探讨性别比失衡对大学教育的影响 
◆唐雅靓  章丽芳 

（湖北大学  湖北武汉  430062） 

 
摘要：性别比失衡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近年来随
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大学生比例呈明显的增长趋势。各高校专
业中性别比失衡的状况也愈发严重，对高等教育的开展产生了一定的不
利影响。本文首先分析国内大学性别比失衡的现状，进而以专业选择的
角度从原因、带来的不利影响和改进措施三个方面探讨性别比失衡给大
学教育带来的困扰，并为改变当前不合理的现状提出可行建议。 
关键词：专业选择；性别比失衡；大学教育 

 
 

随着高校扩招等政策的落实和传统思想社会环境的变化，人
们的教育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显著的提
高，女大学生数量增多。除师范类院校外，部分综合类大学也出
现女生比例高于男生的情况。女生数量的增多带来的一个巨大影
响就是专业选择上的转变。受自身特质和社会观念等的影响，女
大学生对专业的选择集中在特定的几个领域。任由这种趋势持续
发展，会对专业课程的设置和教育教学的开展造成不利影响。所
以针对性别比失衡的现状分析其带来的问题并进而提出改进措
施就十分有必要了。就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国内外学者虽然已
经普遍认识到了性别比失衡将对大学教育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困
扰，但少有人从专业选择的角度来剖析性别比失衡对大学教育开
展的前期阶段影响。笔者都将重点放在性别比失衡对教学过程和
就业造成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大学生性别比失衡现状 
随着 1999 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原本处于弱势群体的女

性获得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
示,1998 年普通高校在校女大学生的比例仅为 38.3%,2004 年达
到 45.65%,2009 年女大学生的比例首次超过了男生,达到 50.48%,
到 2013 年在校女大学生的比例达到 51.75%,比男大学生多出 53.2
万人。[1]据 2018 年中国高校新媒体联盟发布的最新全国高校男女
比例排行榜中，719 所高校中有 367 所高校女生比例超越 50%以
上，占据半数之多。[2]此外有关数据显示在 2018 届高校毕业生
中，女生占比 52%，男生占比 48%。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十分
突出，女大学生数量占比较大。 

性别比失衡问题也影响到了大学生对专业的选择。据数据统
计 2013 年全国高校男生比例排名前十位的专业均属理工科,且男
生比例均超过 80%，而女生主要集中于法学、文学、经济学、管
理学等专业，护理学专业女生比例高达 92%。[2]另有研究表明，
男生选择专业时集中在与信息技术，化学化工等相关的理工学科,
而女生主要集中在文学、新闻、外语和师范等人文学科。[3]由此
可见，性别对专业的选择会造成较大影响，而性别比的失衡将会
带来专业选择的倾斜。同时其给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在逐渐加
深。 

二、性别比失衡原因分析 
（一）社会环境的变化 
1999 年高校扩招政策大开展为众多学生打开了大门，为实

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也大大增加了女性接受
高等教育的机会。除了客观因素的影响外，主观思想的转变也是
重要因素。传统思想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随着新中国的
建立和民主进步等观念的传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现代人
们的观念中，女性也是可以接受良好教育成就一番事业的。这种
思想的转变给了女性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可能性。在男女平等等观
念的熏陶下，更多的女性选择进入大学学习，女大学生数量显著
增长，进而影响了性别比的失衡。 

（二）社会性别期待的影响 
尽管人们在男女平等等观念上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进步，但对

于大学生专业的选择还是存在一定的性别固化现象。受传统观念
的影响，大家对于男性的认识偏向于阳刚，外向型，所以在专业
选择上会认为男生更适合理工科。而女生则更适合文科类的专
业，如教育、外语等。在就业上，人们也是普遍偏向于支持男生
选择有挑战性的，成就感更高的职业，支持女性选择较为稳定的
工作。[4]这种社会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也会影响大学生的专业选
择扩大性别比失衡问题给专业规划带来的影响。 

三、性别比失衡对大学教育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专业的不平衡发展 

男女性别比的失衡将会对专业的选择造成巨大的影响，女大
学生数量的增多会使得人文类专业的招生出现爆满状态。而相较
之下，偏理工科的专业则会愈发冷门。且按照目前趋势，性别比
的失衡问题还会持续发酵，长此以往，各高校招生将会出现人文
类专业人过多，理工类专业少人读的情况。这种现象的出现将不
利于专业之间的均衡发展。较多的物力和人力将可能会被投放入
人文学科。这种专业之间的不平衡不对等的发展对于教育教学的
开展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学习质量的下降 
对于不同专业的招生状况有差异的问题，各个学校会根据实

际情况实行调剂政策，即通过人为的方式来均衡个专业的人数，
以保障教学的正常进行。但是由此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学生首先
是出于个人的兴趣与未来发展考虑选择填报的专业，在经过学校
的调剂后，学生极有可能会去到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这样一方
面会使学生产生不满和抱怨的情绪，对学习氛围造成一定的影
响；另一方面又会打击学生的学习兴趣，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很多学生会选择逃避，草草应付学业，影响学习质量。性别比失
衡问题的加剧将会使得专业的选择更具偏向化，面对非自己理想
的专业，学生的学习热情会显著下降，对人才的培养教育会产生
较大的不利影响。 

四、缓解专业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措施 
（一）教育体制调整 
国外的部分大学在大一大二的时候主要是设置通识课程，让

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去了解自己的专业，从而在大三的时候能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选专业，而国内的专业选择则在入学前就已经完
成，并没有给学生充足的考虑了解时间。所以选择上可能存在一
定的偏差。国家可以适当的调整教育的体制，在大学初期主要开
设通识类的课程，然后在大二大三时提供学生转专业的机会。[5] 

（二）重塑社会观念 
大学生对于专业的认知和选择很大一部分是受传统观念的

影响。所以重塑社会的观念，让大家形成一种新的认识是十分有
必要的。可以通过社会媒体等的宣传改变大家对性别的刻板印
象，认同支持女生对理工科等专业的选择，同时开展相关主题的
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树立良好的专业选择观，营造良好的
社会氛围。 

（三）学校宣传教育 
学校在中学阶段应该开展相关的宣传教育，通过开展专业教

育座或主题班会等形式让学生对各个专业有一定的了解，也为日
后的专业选择做好准备。因为目前大学生在选择专业前并未了解
过专业的具体情况，而是主要凭借自己的印象和家人的建议选
择。如果在中学阶段能够开展相关的活动加深学生对不同专业的
认知，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将会从一
定程度上缓解专业倾斜问题。 

结论：性别比失衡问题在高校中越发地尖锐突出，对大学教
育已经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在专业的选择上，受到社会环
境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大学生明显具有一定的专业偏向性，
而专业的不平衡发展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那么我们希望从专业
选择的角度通过分析性别比失衡给大学教育带来的不利影响，从
而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进而探讨缓解性别比失衡问题的
措施，促进教育的提高，为新时代培养出更多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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