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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中塑造个体社会性别角色的意义与路径
张 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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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性别角色认同是人一生性别认同过程的开端，也是性别角色观念塑造的关键时期。作为儿童接受教育的主

要场所，学校教育对性别角色的建构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可以通过教育者转变自身性别观念、教材编写者优化教学内

容、校园活动中穿插性别角色教育内容和教育教学中策划角色扮演的途径在学校阵地中渗透性别角色教育，促进个体的性别

角色认同，习得社会性别文化，塑造正确的性别角色观念，进一步推动人格的完善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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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and path of shaping the gender roles of individuals in 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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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s gender role identity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cess of gender identity in a person's life, and it is also a key period
for the shaping of gender role concepts. As the main place for children to receive education, school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roles.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to infiltrate gender role education in the school position by educators to
change their own gender concepts, optimize teaching content by textbook writers, intersperse gender role education content in campus
activities and plan role play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promote individual gender role identity, acquire gender culture, shape correct
gender role concepts,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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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和人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别，根据这些差别我们可以按

照不同的标准将人区分为老幼、男女、美丑......在这之中，

性别将人类划分为了泾渭分明的两类人群。性别包括生理性

别和社会性别。对于个人而言，生理性别从出生那一刻就确

定了，性染色体 X、Y决定了两性的生理分化，并呈现出生

理构造和生理机制的差别。社会性别是以社会性的方式建构

出来的社会身份和期待，即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形

成的性别特征和行为形式。也就是说，我们对不同性别人群

持有的印象和观念其实是受社会文化所影响的。长期以来，

我们就是在非男即女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二元性别体系下

找到自己的位置，按照社会文化的要求为人处世。

1 社会性别角色的概念界定

何为社会性别角色？最早对此作出定义的是Constanti
nople，他将性别角色解释为“在解剖学、生理学和早期经验

的影响下，能从外貌、态度及行为方面对男女进行区分的相

对稳定的品质”；社会学家 Gilbert将性别角色界定为“受时代

背景与文化的影响，对社会性别角色分工的规范性期待和社

会互动过程中的性別规则”；Spence认为性別角色属于“社会

环境认为适用于男性或女性的个性、态度、价值观念与行为”
[1]；梁丰华认为性别角色是建立在个体先天的生理性别、后

天的环境和自我主体性的基础上养成的与社会规范相吻合

的行为模式[2]。因此我们可以将社会性别角色理解为个体在

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下，对自身性别的认同及对自己应该扮

演何种角色的认识，是规范每个人的性格、态度和行为的尺

度，也表现在社会对两性在婚姻、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

如何扮演自身角色的约束与期待。

2 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桎梏

孟广宇与邓红以黑龙江省 10-17周岁的儿童为对象进行

了社会性别意识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儿童对性别文化缺

少自身的认知和辨识能力，往往深受传统性别期待的影响，

对于“男生要坚强”、“女生要文静”和“男孩要有男孩样，女孩

要有女孩样”此类具有明显刻板印象的性别观念有着很高的

认同率，有较多的儿童赞同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模式，如“男
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挣钱养家主要

是男人的事情”和“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等[3]。

在学校教育中，性别意识形态往往通过课程的开发与教

材的编写来体现，课程与教材的权威性同时又证明了这种意

识形态的正当合理性并使其合法化[4]。我们都知道学校是实

现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认识世界的

主要读物，然而，在不同学龄段和学科的教科书中其实都渗

透着许多性别不平等的内容，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读者，促使

不合理的社会性别角色观的形成。其存在的问题主要为：（1）
男女角色出现的比例不均衡，幼儿读物中的人物角色基本都

是女性，虽随年级递升，女性出现比例逐步降低，但依然严

重缺少男性的家庭角色；（2）独立女性形象过少，小学之

后的课本中有独立身份的妇女形象尤其缺乏，在职务分工、

活动领域、个性、言行等方面体现着强烈的传统性别刻板印

象；（3）理科学科的编写存在明显的男性取向，例如物理

教学中与运动、科技机械和军事应用相关的内容占据了主要

篇幅，罗列的物理现象大多围绕男性的兴趣、喜好、知识背

景展开，习题都是以男性的社会实践为主，进而造成女性角

色在物理学中的“缺席”[8]。可见，教材和课程作为教学内容

的主要载体，却不断传递和加强了传统且不恰当的社会性别

角色观念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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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校教育中塑造个体社会性别角色的意义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曾提出了“白板说”，他把每个人的

内心世界比成一块白板，主张一切的知识都是在后天的环境

和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得以创建的，强调教育对人一生成长成

才的重要意义。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场所，通过人为设置的

特殊环境、精心设计的教学活动，对推动每一个少年儿童实

现性别认同、角色定位和个体的社会化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

要作用。

3.1青少年是社会性别角色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

教育与性别的关系首先是教育与个体社会化的关系，我

们绝大多数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都是学校教育中塑造

形成的，对性别的认知及性别角色的定位也不例外。中小学

阶段是各类观念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是性别角色塑造的重

要阶段，正如同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 “真正的

男人和女人是从青少年时期出生的”。个体从自身的性别经历

中、从同龄人和教师的性别角色模式中吸取塑造自己作为一

个男人或女人形象的经验，习得属于自己的性别观念和性别

行为。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性别观念会对我们毕生的性别角

色和性别行为产生长久深刻影响。因此，校园文化建设及日

常教学中传递的社会性别角色观念和性别意识将在学生的

一生中起到重要影响。

3.2树立正确的性别角色认知是干预校园性别欺凌的起点

校园欺凌是发生在学生之间的恃强凌弱的恶性暴力行

为，其不断发生的背后其实蕴藏着尤为庞杂的社会文化因

素。研究发现，中小学是校园欺凌发生的主要阶段，而欺凌

的发生，往往是由性别规范化、性别不平等以及男性气质、

女性气质的塑造直接引起的[5]。青少年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

常常通过观察去习得性别刻板印象，便用话语去打击、否定

性别气质不一样的人群。但面对性别欺凌时，教师通常难以

辨别，甚至有可能在无意间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刻板印象和性

别偏见，不留神地成为了直接的性别欺凌者。《防止男性青

少年女性化的提案》呼吁培养有“阳刚之气”的男生，其背后

便反映出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根深蒂固。何为“阳刚之气”
呢？在难以界定的情形下只有身强体壮的孩子有资格占领

阳刚高地，并借“娘炮”之口欺凌同龄人。因此，与其宣传主

流阳刚不如关注因有失偏颇的性别刻板印象导致的校园性

别欺凌和对青少年性别观念的影响。

4 学校性别角色教育的引导途径

“从幼年到高中阶段晚期，男女儿童的性别刻板化程度与

其年龄的关系呈抛物线形态，整个青春期是性别强化期，是

个性性别刻板定型最强的阶段。”[6]如果实施强制的性别隔离

的教育，必然会强化学生的性别刻板印象，因而无法建构正

确的性别角色认知。在学校性别角色教育中，我们可以从以

下几个途径着手。

4.1转变观念，教育者率先持有恰当的性别角色观

在探讨性别教育时，国内一些学者大斥“性别模糊”和“中
性化”之风，否定女性开始留短发、穿男装、变得“男性化”

的现象和男性护肤美容的“女性化”之举，认为青少年需要整

合矫正性别意识才能健康成长。但诸如此类的传统性别观念

实际上是一种舛误，对于儿童及青少年群体而言，他们缺乏

社会经验、心智发育不够成熟，因此在自主加工信息的过程

中，对信息发布及传播的主要目的不能给予准确客观的评

价，容易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使得对信息的选择具有情

绪化倾向。因而确实需要对他们进行性别角色认知上的引

导，但不能做非此即彼的性别二元对立选择。教育者应首先

摒弃“男生应该做什么、女生应该做什么”的固有错误观念，

鼓励男孩要有阳刚之气时更要学会刚柔并济，女孩则要柔中

见刚而有力量，淡化男生对参与“女性化”活动的错误认知与

评价，脱离性别刻板印象的传统束缚，促进男女两性潜在能

力的充分发挥和优秀品质的相互学习。

4.2优化教材，在教学内容中渗透科学的性别角色思想

教科书作为辅助学习的工具，尽管以传递客观中立的学

科知识为宗旨，但其中的话语表述、案例选择、插图绘画所

传达的信息却未必公允，部分教材将刻板的性别角色观念渗

透至了字里行间，直接地影响了每一位读者。因此，应该将

性别角色教育纳入课程教学之中，推进教材编写和课程改革

朝着促进两性平等和塑造学生正确性别角色观念的方向发

展。例如，儿童读物和课本教材中应调整两性角色比例直至

相对平衡，增加男性照顾小孩的信息，女性角色的职业也不

应局限在家庭、教师及服务业，适当增加在政治、经济领域

大有作为的女性，从而有助于向学生传达出“不管男生女生都

不用受到性别的束缚，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过自己想过

的生活、创造自己理想世界”的正确发展观。

4.3组织活动，在校园营造自由民主的两性氛围

教育事关每一个具体有性别的人，在校园教育活动中，

除了注重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培养未来发展规划意识等内

容外，更要站在青少年的角度，重视对他们来说认为重要的

事件，比如认识到自己的性别气质是绝无仅有的。合理组织

的教育活动，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传递正确的性别角色观念

是开展性别教育的有效途径。在组织学校活动中，学校教育

工作者应摒弃性保守主义的传统，引导学生以积极的姿态融

入其中。我们可以通过主题活动、讲座、辩论赛等活动形式，

或是综合实践活动、兴趣选修课、党团少先队活动等方面增

加性别角色教育的主题，渗透性别角色认同、性别角色社会

化、双性化教育等内容，在促成学生智育、德育和美育等方

面充分和谐发展的同时, 加深学生对性别文化的了解程度，

给个体潜能的发现、提升提供了契机, 孕育发展的方向与目

标。在筹备组织竞赛活动时，可均衡选派，平衡性别人数的

分配。通过表扬提倡等正向强化方式培养男生细心，周到，

体贴等传统认知中更偏向女性化的品质，使学生的发展不受

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营造自由民主的两性氛围。

4.4角色扮演，在实践探索中明确自己的性别角色观

角色扮演相对于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方式更易于学生的

理解、记忆和应用。在性别角色的教育过程中，教师可以提

供一个真实的场景以及具有价值争论的案例和问题，组织学

https://hanyu.baidu.com/zici/s?wd=%E8%88%9B%E8%AF%AF&query=%E9%94%99%E8%AF%AF%E7%9A%84%E5%90%8C%E4%B9%89%E8%AF%8D&srcid=28236&from=k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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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扮演场景中的角色，甚至进行性别的反串，从不同的身份

立场，对事物本身的矛盾进行分析，有利于协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性别角色观，设身处境地理解异性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冲

突与矛盾并有所共情，使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兴趣从传统社

会性别观念强加的性别角色约束中解脱出来，养成良好社会

性别行为，建立健康的性别角色观念。通过角色扮演的形式，

学生们能亲自体验其中，了解不同性别人群受到的社会规

训，探索自身的性别角色观，这在性别角色教学中具有较大

的实效性，对实现人格的健全完善和个体充分、全面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5 结语

学校作为教育的主要场所，教育者应首先重视人是一种

有性别的存在这一前提，将学校充当为性别角色教育的主阵

地，这正是对教育促进人发展这一目标的契合。学校教育要

在尊重、平等的前提下将个体的潜能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促进个体的性别角色认同，推动所有儿童在两性互助取长补

短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正确的性别角色教育

不是教男人长成男人，女人长成女人，而是成为自己，做茉

莉，做松柏，做无名小花，做千千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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