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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性别平等教育研究概况、热点领域、前沿主题

及展望
——基于CiteSpace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周婉怡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368篇相关文献为研究资料，以CiteSpace为计量研究工具，分析从我国性别平等教育从

2000——2022年二十多年间的发展状况。研究表明：从发文量来看我国性别平等教育历经起步、快速发展及稳定发展3个阶段。研究机构

方面以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及中华女子学院为主要阵地，师范类高校占比也较高，但彼此间没有形成密切的网状结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

在性别平等教育的现状分析、女性主义视域下高等教育性别不平等表征以及影响性别平等教育的因素探析——基于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几个

方面。未来应加深对性别平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注重研究方法的实证性与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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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takes	368	relevant	 literatures	in	the	CNKI	database	as	research	materials	and	CiteSpace	as	a	measurement	research	tool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2.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starting,	rapid	development	and	stable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Women’s	Institute	of	 the	All	China	

Women’s	Federation	and	the	China	Women’s	College	are	the	main	positions,	and	the	proportion	of	normal	universities	is	also	high,	but	there	is	no	

close	network	structure	between	them.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and	the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	based	on	gender	

stereotype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deepe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demonstration	and	flexibility	of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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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第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

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性平等尊严是人的现代化课题中的应

有之义，这是现代文明的共识”。性别平等教育是男女平等事业发

展的基础，更是人民权利和事业不断进步的重中之重。”[1] 近年来，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性别平等意识也不断崛起。我们

需正视男女存在于生理性别维度的差异，维护男女在社会性别维度

的主体权利及个体发展自由。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软件以计量化

方式梳理分析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相关文献，探讨其发展热点与演

进脉络，以期为该领域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作为数据来源，以“性别平等”

及“教育”为关键词与主题，采用高级检索方式 ,	选择从 2000 年 1

月—2022 年 11 月时段区间内的期刊文献。经甄别后，剔除与研究

主题相关性较弱的文献，共获得可考文献 368 篇，以此为研究样本。

（二）研究方法与工具

以 CiteSpace 为研究工具，对 2000 年至 2022 年“性别平等教育”

研究领域进行文献计量建模，并绘制出发文量图谱、研究机构图谱、

核心作者图谱及关键词聚类图谱等来分析二十多年来我国性别平等

教育研究的整体面貌。

二、我国性别平等教育的基本状况

（一）年发文量统计

由我国性别平等教育年发文量变化图（图 1）所示，我国性别

平等教育研究在 2000 年——2005 年初期阶段发文量并不高，该时

期，我国尚未将教育重心以及研究视角聚焦在性别平等上。随着我

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号召，

我国开始开展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工作。此外，台湾地区的性别平

等教育的完善也为大陆学者提供了启发与借鉴。2006 年——2016

年，我国性别平等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在 2009 年达到峰值。

2017 年——2022 年进入稳定发展期，对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更

加深入化、全方位化。

图 1	年发文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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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机构统计

以机构作为分析对象，通过 CiteSpace 计量分析，得到 339 个

网络节点，75 条连线、密度为 0.0013 的机构分析图谱。如图	2	所

示 , 图谱中的节点较为密集，并且数据居多，总计连线为 75，这表

明性别平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机构合作相对较为密切，并呈现一定的

地域性特征。从图中圈型环状辐射范围来看，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辐射范围较大，且网状连线密度较大，说明

其在性别平等教育领域研究较为深入，且机构间的联系较为密切。

同时，以高校为阵地也是我国进行性别平等教育重要依托。但各大

高校间连线较少，成果共享也较少，由此看出，跨机构研究与合作

仍需加强以共同促进性别平等教育领域的学术交流。

图 2	研究机构图谱

（三）核心作者分析

对某领域核心作者进行定量分析不仅能确定该领域研究队伍

的构成情况，同时也能了解该领域的研究方向与研究热点。图中节

点大小可以分析作者的学术影响力，节点间的连线则代表作者间的

联系。如图 3，可见王伟宜、郑新蓉、刘伯红、姜秀花、贾云竹等

人在性别平等教育领域成果较为显著，且形成以刘伯红、姜秀花为

首的两大核心作者群，表明国内性别平等教育的核心队伍已初具规

模。

图 3	作者图谱

三、我国性别平等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

关键词不仅能为我们提供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同时也有利于

我们确定该领域的发展脉络及未来趋势。本研究将 CNKI 获取的文

献经格式转化为 Reworks, 导入 CiteSpace 并选择关键词选项，以 1

年为一个时间切片进行关键词分析，绘制出性别平等教育研究的关

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图 4）和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图 5）。图 4	中

环形圆圈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圈状环形越大，关键词频次越

高，同时也代表研究热度越大。关键词中心度大于 0.1 代表研究热

点，并且中心度越大则代表该词在连接其他节点上发挥的“桥梁作

用”越大。[2] 图 5 为性别平等教育的关键词聚类图谱，聚类编号与

聚类大小呈反相关，聚类编号越小则该聚类越大，同时包含的文章

也越多，且共呈现为 12 个聚类，分别为：#0 性别平等、#1 性别教育、

#2 妇联组织、#3 和谐社会、#4 性别差异、#5 性别公平、#6 社会性别、

#7 女童教育、#8 性别文化、#9 高校、#10 对策、#11 两性平等。	

2000——2022 年间国内学者们对性别平等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

下 3 个方面 ：一是性别平等教育现状分析 ；二是女性主义视域下高

等教育性别不平等表征及对策探析 ；三是影响性别平等教育的因素

探析——基于社会性别刻板印象

图 4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表 1	我国性别平等教育研究中心性前 15 位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年份 中心性

1 性别平等 145 2003 0.89

2 社会性别 28 2006 0.06

3 性别教育 17 2007 0.13

4 高等教育 17 2007 0.06

5 性别差异 13 2001 0.46

6 女性主义 10 2007 0.11

7 性别公平 10 2002 0.09

8 教育 9 2003 0.07

9 性别 8 2013 0.06

10

11

12

13

14

15

两性平等

基础教育

男女平等

学校教育

女大学生

女童教育

8

8

8

7

7

7

2006

2002

2001

2004

2004

2000

0.15

0.27

0.29

0.06

0.06

0.14

图 5	关键词聚类图谱

1. 性别平等教育现状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	年）》及联合国“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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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均提及性别平等教育，并强调性别

平等教育的重要性。我国以台湾地区的性别平等教育发展较为成熟。

台湾性别平等教育运动始于 1988 年，以妇女新知基金会对中小学

教材审视为开端，发现其中存在关于两性问题的重大弊病后，开

展一系列性别平等教育变革。并于 1997 年成立两性平等教育委员

会（2000 年更名为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专职机构的成立不仅表

明政府对性别平等教育的重视，同时也促进性别平等教育管理体制

化。台湾地区 2004 年 6 月颁布的《台湾性别教育平等法》为性别

平等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其中明确关于性别平等教育教师的培训

与聘用、相关课程内容与教材以及关于性骚扰性侵害等防治措施。

从此性别平等教育也进入有法可依的新纪元。性别平等教育在台湾

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国大陆地区性别

平等教育起步较慢，且没有形成专门的针对性别平等教育的法律体

系。除了宪法以外，《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

虽也提出了女性平等受教育权，但仅停留在律法层面，缺乏一套实

践层面的可操作性的机制。[3] 除此之外，大陆地区并没有成立促进

性别平等的专职机构。虽然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地方各级妇联在维护

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教育部尚未将

重点聚焦于	“性别平等教育”也缺乏明确的部门督促“性别平等教

育”的实施。[4] 与台湾相似，大陆地区对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首

先也存在于教材与教科书中。张路星和荆建华对河南省在义务教育

阶段使用的地方课程教材进行统计分析 ,	发现教材中存在着严重的

性别比例失调问题。[5] 吕改莲、杨洁等人对小学语文教科书进行统

计研究，探讨了语文教材中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6] 这些研究都表

明在我国教育中存在着极大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教材与教科书作为

学生学习的必要工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教师与学生的思想观念，

缺乏性别平等意识的教辅工具，极大的阻碍了我国性别平等教育的

发展。周小李从教师自身性别角色意识及行为出发指出，教师性别

平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造成影响，并强调课堂上的性别偏见

不利于教育公平。[7] 高德胜从学校显性与隐性课程以及教师行为等

多维度分析，明确学校教育是性别不公正的重现与建构。[8]

2.	女性主义视域下高等教育性别不平等表征

随着教育体制与教育理念的逐步完善，女性拥有越来越多参

与高等教育的权利。高校扩招使女大学生数量在绝对水平和相对水

平上都有较大提升 , 同时促进了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9] 尽管女性

受教育的机会和层次逐年提高，但高等教育中存在明显性别结构差

异，主要涉及教育机会、教育过程以及教育结果三个方面。文东茅

指出，我国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虽逐步增加，但就总体而言仍低

于男性，而且女性就业机会也少于男性。高等教育中存在的性别隔

离现象，一般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入学资格隔离	②学科和专

业选择隔离	③学历层面隔离。李亚娟认为，高等教育中的性别隔

离“本质上是性别歧视，是对社会结构中男女地位与职业隔离的复

制，并通过教育制度强化了这一结果”。[10] 高等教育中存在的性别

隔离现象不仅严重损害女性正当的教育权益而且也阻碍性别平等教

育的发展。从外部结果平等而言，王晶莹认为由于女大学生自身生

理特征及社会观念，在就业中受到性别歧视的现象日益明显，处于

不利地位。李平芬指出女大学生低就业率、高失业率趋势明显，存

在就业结构不合理、低薪酬等情况，且男女两性收入存在一定差距，

男性就业机会与薪酬普遍高于女性。[11]

3.	影响性别平等教育的因素探析——基于社会性别刻板印象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本姆用性别双向化理论和性别图式理论来

解释社会性别现象，认为个体性别特质具有丰富性，即有时同时具

有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对性别的刻板印象会抑制个体性格的健康发

展。以数学学科为例，马芳、梁宁建运用刻板解释偏差（SEB）的

测量方法进行内隐数学——性别刻板印象研究，显著检测到大学生，

不存在性别差异与专业差异都普遍存在“男性比女性更擅长数学”

这样的性别刻板印象。[12] 闫华等人在一项调查中指出仍有较多的

高校教师在性别角色定位上存在偏差。如认为“男主外 ,	女主内的

分工模式会让家庭更和睦”、	“在选择职业时 ,	男生可依照自己的兴

趣、能力去选择 ,	而女生则应多考虑未来婚姻家庭因素”等。[13] 对

于性别角色的这种不充分、片面化及狭隘化的认知，不仅影响个体

对自身情感意志、兴趣行为等的正确认识，同时也会影响个体身心

健康、人格培养等，不利于我国家庭、学校及社会性别平等教育的

开展。

四、结语

本文利用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近二十多年来 CNKI 数据库中收录的 368 篇关于性

别平等教育的参考文献进行梳理，分析论述了关于性别平等教育领

域论文发表数量的阶段分布、核心作者、高产机构和热点研究主题

以及前沿分析。我国性别平等教育起步较慢，基于社会文化环境与

社会现实，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研究内容来

看，我国性别平等教育多集中于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女性所遇到

的问题，从研究方法来看，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缺乏科学系统的

理论研究。未来仍需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性别平等教育的理论研究

与方法探析，促进我国性别平等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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