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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整个教育发展史看，男女之间的教育公平问题得到了日益广泛的重视，而人们所追求的教育公平往往是在两性

之间的教育公平方面。尤其是在人类步入近代以后，提倡和推动性别之间的平等，在世界各国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性别之间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主要是由于性

别之间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促进性别之间的平等，既是当前教育界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缩小性别发展差距，促进性别平

等的一项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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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he issue of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The pursuit of educational equity often focuses on gender equality. Especially since the advent of 
modern times, promoting and advocating for gender equality has gained widespread recognition worldwide, leading to 
higher demands in this regard. The reason behind this phenomenon is the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genders in terms of 
societal development, primarily caused by gender inequality.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ask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 field but also a crucial measure to narrow the gender development gap and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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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教育平等是一个重要的问

题。从总体上讲，在我国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中，农村地

区的教育公平问题最为突出，矛盾也最为集中。在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指出 “ 教
育平等的核心是机会平等，它的侧重点是推动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 最基本的措施是对教育资源进行

合理的分配，并将其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

区进行倾斜，加速缩小 “ 教育差距 ”，从而推动农村教育的

平等。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公平问题已经

受到了足够的重视，而农村女性的教育问题却依然令人担

忧。

一、造成农村教育中男女不公平的因素一、造成农村教育中男女不公平的因素

1. 从性别角度看贫穷和教育

贫穷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而教育的性别选

择就是一个由不同的人所决定的、以不同的性别为基础的、

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的一种选择。二者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贫穷家庭由于缺乏财力，无力或难

以负担子女的各项学费，在接受教育时更容易按性别进行

选择。已有的研究表明，女孩的上学机会成本高于男孩，

上学对家庭的投资回报率较低，青春期女孩的就学保障困

难，导致了女孩的就学意愿偏强，从而导致了女孩的就学

率偏低。有学者指出，在农村，女生之所以成为 “ 受害者 ”，
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从消费角度来看，子女上学势必

会影响到她们参与家庭劳动的时间，同时，她们的子女的

学费、生活费等也要由她们来支付，因为女性是她们的主

要劳动对象，因此，她们的劳动在家庭劳动中的作用要大

于男生，因此，对于女生的教育投入，她们的机会成本要

大于男生；二是由于女性的教育收益具有间接的增值和滞

后的特点，且其投入的时间是连续的和递增的 [2]。因此，

女孩的教育投入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一种纯粹的无 “ 回

报 ” 的消费行为，这种情况会影响父母在女孩的教育上的

投入。由于教育投入的递增、滞后和高消费等特点，使得

父母在制定教育投入方案时，往往会选择 “ 男孩 ” 作为 “ 男
孩 ”，从而导致女孩失学事件时有发生，并严重制约了区域

教育的公平性。

2. 男权主义文化和教育中的性别抉择

“ 男权 ” 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一种意识形态，认为男人是

社会中的主导人物。在我国，在传统的思想中，已经形成

了 “ 男主外，女主内 ” 的社会性别结构。男性不但更多地

参与到社会事务中，而且在家庭面对重大决策（如家庭生产、

投资决策、资源分配）时，仍然发挥着主导与决定的作用。

当然，在传统社会里，男性要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在

乡下，一家人日子过得不好，就会被人说成是个无能之辈，

这种现象在乡下很常见。至于女性，只要看护好家里的小

孩就行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男性了。有研究报告表示：“男
权主义的文化，依循著传统的男女角色划分，既有直接也

有间接的性取向，所以父母才会乐意把教育资源投给孩子
[3]。” 此外，生长在男权文化中的女性，在其社会化的过程

中，或许会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一定程度的参考，她们愿意

放弃接受教育的机会，更早地进入到家庭的经济生活之中。

所以，父权制观念与教育获得的男女不平等之间存在着紧

密的联系，在一个父权制观念越严重的历史阶段、地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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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在教育获得的男女不平等也更明显。可以看出，在

中国社会中，男女角色的分工是以男子为主要，女子为附

属。这一现象至今仍广泛地出现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当面

对孩子的教育投入时，家长会倾向于选择男孩，并相信「女

孩不成器」。教育两性均等历来是人的公平思想的一个主

要方面，也是教育的根本价值。

3. 教科书中的性别成见和教育平等

在我们国家，有些教学材料中存在着对男女学生的刻

板印象，这已经影响到了男女学生的教育平等。有学者指出，

中国教科书所描绘的社会，仍是以男性为主，以男性为主，

以男性为主，极少有关于女性的描写，或过分强调 “女主内 ”
的家庭操持，或扭曲女性的角色与形象。在《性别与教育》

一书中指出，性别刻板印象对女性产生了四大负面效应：

第一，女性难以获得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人的机会；二是

导致了女孩对自己的排斥与拒绝；三是造成了女性文化的

断代；四是让男女学生形成女性永远比不上男性的固有观

念。这些负面效应在潜移默化中导致了女性在受教育过程

中的不公平现象，这就是本文对性别刻板印象对女性所产

生的影响的根本出发点 [4]。张勋指出，教科书中的性别刻

板印象对男女学生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女性缺少

可以模仿的形象，这就使得女性失去了自信，而教科书中

的性别信息也对女性的自尊产生了伤害，引发了女性内在

的性别自卑，从而阻碍了女性的自我实现。此外，教科书

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也影响了男孩的学习兴趣，影响了男

孩对家庭的认识，影响了男孩的综合发展。此外，教科书

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也影响了学生对两性之间的平等认识。

二、解决农村女性受教育不平等问题的策略二、解决农村女性受教育不平等问题的策略

1. 老师应树立榜样，改正自己对性别的成见

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应当把性别平等的讯息传递给

学生。在这两个方面，教师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消除自己

的 “ 性别刻板印象 ”：一是持续地提高自己的 “ 性别意识 ”；
二是对男女学生一视同仁，采用 “ 因材施教 ” 的教学方法；

首先，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应建立起正确的教育性别观。

无论男女，都有各自的优点，我们不能把男的优点和女的

缺点放在一起，也不能忽视女的优点。从生理、行为、个性、

职业等角度来看，对男女学生应采取多元化的态度。现代

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男女之间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共同

点和互补点，例如，女人也可以把头发剪得比男人更短，

这样就是对自己性格的一种表现，所以要被容许和容忍。

女人也可以很活跃，很喧嚣，而且在思考和逻辑上，女人

并不比男人逊色；女人在做事情时并不总是要偷偷摸摸，

她们也可以像男人一样勇敢、勇敢地去冒险；在职业选择

方面，男女之间不能有太大的差别，女性也可以从事领导

和其他重要的工作。在性别意识方面，教师应充分认识到

女性的优点与优点，对女性的潜能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在

教育实践中，要贯彻 “ 男女平等 ” 的思想，以 “ 公正 ” 的

态度看待男、女学生，从而使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其次，

在平时的教育活动中，对男女学生的关爱应均等分配；积

极地为女孩们提供展现她们才华的机会；给女孩更多的发

言机会；过去由男性担当的班长、体育委员等职位，现在

应该由女性来担当，这样可以增加女性与男性的竞争能力，

增加女性的自信心。

2. 在学校中促进男女两性教育的公平

男女教育均等是教育民主的要求，男女学生在学校受

到的教育应当是均等的。在我国，学校是一个特殊的社会

群体，它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首先，在教材编制过程中纳入男女平等思想。在学校里，

课本是学生们最经常与之接触最多的知识体，“ 无论是以显

性的方式出现在课本中的科学文化知识，还是以隐性的方

式存在于课本中的价值取向，对学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深刻的。” 透过教材的编撰，让学生了解到有关性别的讯息，

对于破除性别偏见，促进两性教育平等，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具体来说，就是要改变教科书中男女性别不平衡的

比率。在不妨碍教学思想传播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添加更

多的女性角色。与男性角色比较起来，在课本中，在社会

领域中，女性角色的数量过于稀少，这就要求在社会领域中，

将女性角色的多元化表现出来，并且在家庭领域中，增加

男性角色出现的频率，逐步纠正 “ 男主外，女主内 ” 的传

统性别偏见。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在文学作品中所担当的

社会角色更多地是一种从属的角色，其专业角色相对于男

性来说，显得比较沉闷。所以，在课本中，要多展现在各

个领域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女英雄、女强人等角色，将女性

人物的闪光点凸显出来，以此来削弱在人们心目中 “ 男性

优于女性 ” 的刻板印象 [5]。其次，要营造一个有利于个人

成长的社会氛围。在此基础上，要加强对学生的性别平等

意识的教育，并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为男女个体的发展

营造良好的环境。具体而言，就是要把男女平等的教育融

入到学校的日常工作中去。例如，聘请有关性别问题的专

家和学者，定期到学校给学生上一堂关于男女平等的讲座；

积极挖掘女同学的优点，积极挖掘女同学的优点；通过对

女性人物的传播，为女性人物的成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而促使女生树立积极、自信、自强的人生观念。

3. 国家应加大对教育的改革力度，促进男女教育平等

中国的教育是以国家为导向的，而国家又是一个不可

缺少的力量。在教育的执行过程中，需要一系列的政策作

为支持，而政府则是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为了推进教育的

整体发展和推进教育的民主化，在每一阶段，政府都会根

据客观的社会条件，对教育进行适当的改革。增进男女之

间的平等，既是教育民主化的核心，也是政府推行教育改

革的主要目的。在农村教育中，普遍存在着对女性学生成

长的偏见，这对女性学生的成长构成了很大的阻碍，对教

育平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政府是教育的主要力量，但若

其在制订与执行中带有明显的性别刻板印象，势必会导致

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为此，国家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

对教育的改革力度：一是将两性平等的需求纳入到教育政

策的制订之中；二是要健全教育资金的投资机制，以促进

教育资金的有效落实。首先，将两性均等的需要纳入到教

育政策的制订之中。各国政府应该在制订教育政策时，将

两性平等纳入其中。有调查显示，「目前，全球教育体系

所面对的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将两性观点纳入到教育进

程中。」将两性平等观点纳入教育政策，是我们需要正视

的课题。在制定教育政策时，需要考虑哪些受惠者，这些

受惠者有无性别差异，教育资源在性别间的分布，性别对

教育政策的反馈，以及区域间和性别间实施的关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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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订相关的政策时，首先要考量其对男女性别差异的重

视程度，以及在制订相关的政策时，对男女性别之间的平

等程度的重视程度。其次，要建立健全教育资金投资的制度，

以促进教育资金的有效执行。教育资金的投资方式是其可

操作性和制度化的体现。在设置教育资本的投资方式时，

应注意男女学生之间的均衡配置。

三、结束语三、结束语

当前，我国农村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对

此，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提高认识：针对农村教育中

存在的性别歧视，有关人士应加强认识。政府、学校、教师、

家长等都应意识到这一现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采取相

应的对策。提倡男女平等：提倡男女平等，是消除男女平

等的基本途径之一。要求学校和老师对男生和女生一视同

仁，鼓励女生参加男生经常参加的活动和比赛，也要鼓励

男生参加女生参加的比赛和比赛。健全法制体系：国家应

出台有关法规，严惩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保证每一位学

生都能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因此，要想彻底消

除我国农村教育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还将是一项艰巨

的任务。政府、学校、教师、家长等各方应共同致力于两

性平等，共同促进两性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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