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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是高校大学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师范

类院校更是如此，她们作为社会未来高层次女性人才的后备队，其

成长成才直接关系到我国女性整体素质，也会对社会和谐带来深远

的影响。因此，研究当前女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从高校立

德树人的角度出发，探索关爱女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途径，帮助她们

实现自我价值，对推动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时代背景

随着高校不断扩招以及党和政府对女性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

利权益方面的有力保障，女性在高校学生中的占比也越来越大。

根据教育部官方网站数据显示：截止2019 年，普通本专科在校

生中，女性占51.72%，其中本科生中女性占53.90%，专科生

中女性占48.74%；研究生在校生中，女性占50.56%，其中博

士生中女性占41.32%，硕士生中女性占52.17%。从网络招聘数

据来看，在2020 届高校学生中，女生占比52.04%，男生占比

47.96%，女生比男生高出4.08 个百分点，呈现出" 女多男少"

的现状[1]。由此可见高校女大学生群体越来越庞大，女性受教

育程度也越来越高[2]。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女性思想在不断解放的同时，

新思潮和传统观念容易存在思想矛盾和观念冲击。特别是当代女

大学生，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形成的重要时期，在学业、就业、心理、生理、情感等方面难免

存在问题。高校作为女大学生走向社会的最后一站，肩负着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女性人才的重任，必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探索关爱女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途径。

2　调查设计

2.1调查目的与对象

随着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女性在高校学生中的比

例也越来越大。为了进一步了解女大学生的思想现状，更好的地

关爱女大学生成长成才，特对某高校女大学生在生理、心理、学

业、就业、情感等方面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和系列访谈。

2.2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涉及女性身心健康、价值观、婚恋观、学业及就业

压力等方面的问题。

2.3调查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无记名填写方式，得到有效问卷326

份，有效问卷为率100%。

3　调查结果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某高校女大学生对大学生活基本满意，思

想状况整体积极向上的。但在学业及就业压力、情绪调节、人际

关系、心理生理健康等方面不同程度的存在问题。具体调查结果

分析如下：

3.1女大学生的女性独立意识增强

高校关爱女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途径研究
——以某高校“关爱女生”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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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法律形式保障男女平等以及妇女在

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权益，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改

革开放后，中国女性思想解放理论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女权运动和

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发展得更加活跃，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

进步、革新，独立意识不断增强。就当今的女大学生而言，95后、

00后的女大学生们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中成长，她们的思想更容易

受到外界影响，而她们的思想认识又会直接影响未来女性思想发

展的走向，因此对女大学生思想状况的调查具有现实意义。

在参加本次问卷调查的326名女大学生中，99.69%的女同学

认为女性的最佳学历在本科及以上，其中60名女同学认为女性最

佳学历是本科，占比18.4%；有213名女同学认为女性最佳学历是

硕士研究生，占比65.34%；有52名女同学认为女性最佳学历是博

士研究生及以上，占比15.95%。这表明，绝大多数的女大学生非

常重视自身教育及学历水平，在她们身上已经很难看到“女子无

才便是德”的老旧观念，新时代的女大学生求学若渴，对知识的

渴望程度普遍较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大学生较强的女性独立

意识。针对“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这一选项，没有女同学表

示“赞同”，仅有7名女同学认为“基本赞同”，占比2.15%；有95

名女同学表示“一般”，占比29.14%，有224名女同学表示“不赞

同”，占比68.71%。针对“对女性来说幸福的人生追求”这一项，

超过半数以上的女同学认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才是幸福的人生。

这表明，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女性逐渐跳出了封建传统纲

常的束缚，不再拘泥于传统家庭观念，而是和男子同样活跃在社

会各领域，虽然女大学生尚未步入社会，但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

出，女大学生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认可度较高，希望通过自身努力

实现自立自强的意愿强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大学生的女性独

立意识在不断增强。

3.2女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问题突出，高校身心健康教育有待

加强

3.2.1女性生理健康方面

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性知识的普及教育已得到了显著提高，

人们对性的认识也更加客观、理性化、科学化。然而，几千年愚

昧、保守的性观念仍然对现代女性有着负面影响，一些女大学生

依然持有“谈性色变”的认识偏差，对女性生理健康、性知识羞

于表达，不具备基础常识。

在本次调查问卷中，针对“对女性生理知识和性知识的了解

情况”这一选项，有34名女同学表示非常清楚，学识广博，冷知

识也知道很多，占比10.43%；有223 名女同学表示了解常

识，偶尔会跟亲友交流，占比68.4%；有62 名女同学表示涉及

面较窄，只知道一些课本上的老生常谈；占比19.02%；有7 名

女同学表示不了解，感到羞耻不言于表，占比2.15%。针对“常

见的妇科疾病的了解情况”这一选项，有251 名女同学表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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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一些，占比76.99%，有31 名女同学表示完全不了解，占比

9.51%。同时，关于获得女性生理健康知识和性知识的途径方面，

绝大部分女同学是通过网络平台、亲友经验、电影电视渠道了解，

只有少数女同学是通过学校课堂及讲座了解相关知识。同时，通

过线下的个别访谈了解到，大部分女大学生对生理健康、性知识

羞于表达，甚至还因为懵懂和无知，对自身身心造成伤害。这表

明，一是当代女大学生已经对女性生理知识有一定了解，但从获

取知识途径上来看并不权威，对生理知识的了解可能存在不正确、

片面、歪曲等问题；二是依然存在“谈性色变”的传统观念；三

是高校在性知识和生理知识的普及教育上存在不足。

3.2.2女性心理健康方面

有研究调查表明，女性在抑郁症、焦虑、恐惧等心理问题

方面高于男性。一是从生物学角度看，女性生命史中经历月经周

期、怀孕、生育、绝经等重大生活事件，不同阶段性激素的波动导

致女性的情绪化倾向；二是角色冲突，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工

作，平衡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给女性带来一定压力；三是人际关

系，女性主要从人与人的关系中获得满足，因此在人际关系上更为

敏感、多疑、恐惧，相对男性来说承受着更多压力。

在本次调查问卷中，针对“经常处于哪种情绪当中”这一

选项，有155名女同学表示自己常处于较为消极的情绪状态中，占

比47.54%。其中，有91名女同学表示情绪波动大，时而高涨时而

低落，自己也不知道原因；有40名女同学表示情绪懈怠、冷漠，对

事物缺乏兴趣；有15名女同学表示害怕、畏惧，对事物畏难退缩；

有9名女同学表示低落、苦闷，消极萎靡。同时，通过线下的个别

访谈了解到，大部分女同学存在敏感、情绪不稳定、易悲伤、易消

极的情绪。然而，针对这些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只有34名同学

表示做过心理咨询或治疗，占比10.43%。在面对心理压力时，只

有17名同学表示会向老师和医生进行心理咨询，仅占5.21%。由此

可见，当代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突出，一是整体的心理健

康水平较低，二是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不够，三是高校对女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欠缺。

女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是从事学习生活的基础，通过调查发现

一些女大学生在生理和心理存在亚健康、认知偏差、认识片面

等问题，高校作为培养女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阵地，有责任加强

女性身心健康教育。

3.3女大学生就业压力较大

女性在就业和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相对于男性来说可能会遇

到更复杂的情况，一是当前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形势严峻，劳

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二是婚姻及家庭对女性职业生涯发展影响

较大，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性别歧视现象，这极大的限制了女

大学生的择业面；三是女大学生自身存在不足。

在本次调查问卷中，针对“存在哪方面的压力”这一选

项，有 22 8 名女同学表示存在就业压力，报过未来职业选择、

毕业出路等，占比69.94%；针对“职业生涯规划”这一选项，

有14 名女同学表示没有规划，占比4.29%；有260 名女同学表

示比较模糊，占比79.75%；仅有52 名女同学表示有清楚的规

划，占比15.95%。针对“毕业去向”这一选项，有218 名女

同学选择了考研，占比66.87%；有69名女同学选择参加公招考

试，占比21.17%；仅有23名女同学选择企业就业，占比7.06%，

还有部分女同学表示没有明确的毕业去向选择。由此可见，女

大学生一方面能清楚认识到就业形势的严峻性，然而择业观念陈

旧，以致就业选择面较窄；再者，大部分女大学生对自己的职

业生涯没有明确的规划，可能造成在面对毕业去向选择时人云亦

云，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需求，所以女大学生普遍就业压力

较大。

4　关爱女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途径探索

通过问卷调查和系列访谈结果可以得知，女大学生的思想状

况整体良好，但在学业、就业、情绪调节、人际关系、心理

生理健康等方面不同程度的存在问题，为了更好地关爱女大学生

成长成才，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途径着手：

4.1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女大学生的思想水平和道德

修养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

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使命。因此，高校应首先坚持办学正

确政治方向，牢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

通过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

系，明确所有教职工都肩负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责

任，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引导女大学生成为有信

念、有理想的新时代青年。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要有针对性，

高校应该以“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四自精神为目标

开展女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关爱女大学生的角度出

发，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歪曲女性价值观及时纠正，引导女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最后，高校应该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

内容、手段与方法。通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侧重灌输思想，教育

效果不佳，为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必须以学生为本，

深入了解女大学生的现实需求，把思想政治教育与解决女大学生

实际问题相结合，真正做到关爱女大学生成长成才；同时，抢

占校园文化阵地，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广播、新媒体等阵地开

展宣传教育，例举新时代女性典型人物代表，用鲜活事例潜移

默化感染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4.2 开展女性课程与实践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首先，高校教育应该承认性别差异，开展性别意识教育。

有研究表明，将性别意识教育向多门课程渗透，有利于在女大

学生进入社会前纠正传统的思维定式和社会模式，重新建立一种

男女平等的新视角和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和使命感。同时，开展性别意识教育，因性施教，有利于让

女大学生正视自身优势和劣质，客观认识自己，正确认识社会

环境，增强独立意识和“四自”精神。其次，充分利用第二

课堂，开设女性特色课程，满足女大学生不同层次的需求；开

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营造积极健康、阳光向上的校园文化

氛围。同时，高校应该建立健全心理健康咨询机制，打造一支

专业心理咨询队伍，加强性别差异咨询服务，让性格内向、羞

于表达的女大学生有可靠可信的平台可以倾诉，也方便学校密切

关注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总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女大学生是不

可忽视的一支队伍，她们未来将成为社会高层次的女性人才，

承担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责任。因此，高校作为培育

女大学生的重要阵地，必须以立德树人为导向，积极探索关爱

女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途径，以培养出符合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高素

质女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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