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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教育与校园人际关系和谐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开设性别平等教育课程的探讨 

作者：广西妇女干部学校  周健、周郑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覃红林 

摘要：性别平等教育是人才教育的重要内容，将其导入职业技术人才培养过程，应针

对教育受众的特殊性，贴近学生的成长需求。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年龄阶段属于发展

心理学划分的“异性相吸”阶段，但他们在校园的公开交往却表现出性别隔离的状况，

两性之间弥漫着神秘的色彩，甚至带有“授受不亲”的排斥、敌对情绪；同时女生在校

园活动、学业成绩、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的优势明显突出。性别平等教育需要正视校园

性别差异背后的强弱因素，形成课程内容的针对性和课程实施的有效性，淡化两性认知

的神秘色彩，使男女生交往的疏远、猜忌、对立和隐蔽的行为心态，导向健康、积极、

和谐的交往氛围和公开、日常、安全的交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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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我国技术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接轨的速度加快，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也不断提高，决定人才质

量的含金成分，从注重硬件到软硬件并重，除了职业知识和技术能力外，价值观念尤其

是富含人文精神的性别平等观念，以及人际互动能力，包括性别和谐因素等，业已成为

重要的考量。鉴于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教育培养受众的特殊性，开设性别平等教育课程有

诸多问题值得探讨。本文结合在五所职业院校教授性别平等课程，包括公选课、系列讲

座、专题讲座的调查研究情况，提出课程开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问题，以保证学生在性

别平等教育学习中，学会了解异性，加重性别平等的意识，平衡两性交往心态，达到异

性和谐积极健康的成长。 

一、触动“男女授受不亲”——校园的性别隔离 

    性别平等教育首先从社会性别理论讲起，但照搬一般的培训课程，显然离高职生的

实际甚远， 

镜头之一：一位女生托着一摞作业本去交给老师，不小心摔倒，作业本散向四

周。先后走过七、八位男生，没有一位男生帮忙拾起。问到原因，反复回答的是：“不

好意思帮，她是女的！”“不认识她，如果帮忙会引起误会！” 

镜头之二：在等候去工厂参观实习的车辆时，一群男生感觉等得太久了，于是把

帽子纽成团当球踢了起来。正踢得欢乐时，“帽球”弹到了站得较远的女生群中。女生

立即呈飞鸟状，纷纷躲闪到一边，没有一个人捡起“帽球”传回去给男生。问及原因，

也答“不好意思！”“怕别人误会！” 

    类似这样的镜头，在校园里并不少见。现代版的“男女授受不亲”校园的性别隔离

情况应成为性别平等课程直接触动的内容。 

    一份《高职学生人际交往情况调查》显示：正常与异性交往的学生比例较低。 

    在日常礼貌方面，平时主动与女生打招呼的男生只占27%，而主动与男生打招呼的

女生则更低，只有21%。这些主动向异性同学打招呼的学生，89%为学生干部！ 

    在学习讨论方面，平时与女生讨论学习问题的男生只占18%，与男生讨论学习问题



的女生为14%。 

    在原因的选项方面，认为不主动交往的原因基本集中在“不习惯”“不敢”两个选

项，前者为51%，后者为43%。 

    高职生的年龄在17岁——21岁左右，发展心理学认为，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应该是

走出“异性相斥”的时期，进入“异性相吸”的成长阶段；同时也是步出未成年人阶

段，开始步入成人阶段。但他们的人际交往特别是异性交往却稚气未脱，形成隔离的状

态，原因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中学阶段注重学习 

    2、集体活动少，两性合作的机会更少 

    3、担心被说“早恋” 

    4、缺少与异性交往的经验 

    按照发展心理学的理论，在初中时期，男女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有一个“先疏远，后

接近”的心理发展变化及相应的行为模式变化。显而易见，由于上述的原因，使得进入

高职院校的学生，在男女生交往方面还停留在“先疏远”期。这个时期的延长，并形

成“从众效应”，会加重学生性别平等认知的偏差，甚至会由行为的性别隔离发展到心

理的性别隔离。因此，性别平等教育课程应突破这种隔阂，直接触动现代版“男女授受

不亲”——校园的性别隔离问题。 

    "内外各处，男女异群，不窥壁外，不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

互不通名。"这段出自《女论语》上的话可以一言概括之，那就是"男女授受不亲"。借

用古籍，了解历史，对比今天，促使学生认识到，局限女性、控制女性的人际交往是封

建时代的礼教，是不平等的人际关系；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应当在具有平等意识的理念

下，消除性别隔阂。 

    课程设计过程，一个“思”，一个“度”是紧密相关的。突破现代版“男女授受不

亲”——校园的性别隔离，应当把学生关注的“早恋”“异性相吸”“男女交往”的问

题融入其中，一方面要正确分析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即“思”的问题，在这个年龄

阶段，渴望了解异性、想与异性交往是正常的；而心有所想，行为上却表现冷漠、故意

不理睬，甚至乱猜忌、敌视和攻击都是不正常的；这里面有信息来源的局限与分析筛选

的视角、立场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交往行为把握的问题，即“度”的问题，是交往

的广泛性、公开性和单一性、隐蔽性的问题。从“授受不亲”到“非授受亦亲”，是指

交往的正常态，男女生以同学的身份正常交往，而不是“超常态”单一的狭窄的和私下

的隐晦的，引导学生积极健康地构建和谐的性别交往；同时淡化性别之间弥漫的神秘色

彩，提供男女生集体活动和正常合作的多元机会，校园人际和谐的课程目标也就成

为“有矢之的”。 

二、揭示“谁是霸王谁是姬”——校园性别差异背后的因素 

    性别平等教育常常涉及“男性视角”、“男权社会”造成的“男尊女卑”历经几千

年两性不平等的内容。“历来只闻霸王放言别离姬，未闻姬女敢言别霸王”。霸王代表

了男权的威严，男性的统治，男人的优势和强势；姬代表的是女性的服从，女人的依

顺，女子的劣势和弱势。尽管当今社会“男尊女卑”作为封建传统思想受到广泛的批

判，但其伴生的“男强女弱”却仍然以貌似天经地义的道理，弥漫在现今的“先进文

化”和“文明传承”之中，掩盖了两性作为“人”应有的平等权利，女性被“物

化”被“从属化”，男性被“成功化”被“绝对担当化”，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被隐蔽

地放大到各个方面，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行为。高职学生的成长经历以及有限的视

野，不容易接纳和辩清：“男强女弱”以男女生理的自然差异，扩大到家庭分工和社会

各个领域的强弱差异，内含了男女不平等的分析视角。 

    一部分学生认为：“男强女弱”不是很自然吗？男生就应该大方、有风度，处处保

护女生；女生就应该爱整洁、美丽、温柔细心、照顾家庭。 

更多的学生则认为，我们国家提倡男女平等已经几十年，女性的地位已经很高，现在不

是“男强女弱”的问题，而是“男弱女强”！其中不少女生都表示自己一直比男生强，

不少男生也认为现在的女生厉害和优越，自己并没有感到什么强！ 

    对于前一个问题，性别平等教育课程结合高职生的人生发展规划，从家庭人和社会

人所需的能力和修养品德，让学生充分讨论传统性别分工对人的局限，以及性别刻板印

象带给人的冲突和伤害，加深认知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超越以性别评判人的作为和价值

的藩篱，人类的美好品德应该成为两性的共同修养，而不是单一性别的专属、另一性别

的空白！ 

    对后一个问题，涉及的学生众多，与高职院校生源构成的特殊性有密切关系。调查



显示：高职院校生源构成反映了鲜明的性别差异，这个差异不仅仅体现在男女生的数量

上，更体现在地域、城乡、家庭、学业和校园文化活动等多个方面。 

    数量差异：2003年以前，男生占绝对多数，女生可以说比较稀少；这几年虽然男生

总体上仍然是多数，但女生的人数增加异常突出，甚至有些专业女生的人数超过了男

生！高职院校的扩大发展，使女生就读机会增加，女生在数量上有达到与男生齐平的趋

势。 

    地方差异：来自国家级贫困县的男生占68%，女生占32%；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男生

占39%，女生占61%。 

    城乡差异：城镇人口中的男生只占40%，女生则占60%；农村人口中，男生占到

69%，女生只有31%。 

    家庭差异：因家庭经济困难申请助学金的男生是64%，女生只有36%。 

    学业差异：因学习和各方面表现好而获得奖学金的男生占48%，女生达到52%。 

    校园活动差异：除体育活动男生比例突出外，唱歌、舞蹈、器乐演奏、诗朗诵、演

讲比赛均为女生活跃，名列前茅。 

    以上几方面的差异，体现出女生占有一定优势，学生不容易接纳“男强女弱”的性

别分析是有原因的。所以，“谁是霸王谁是姬？”现阶段校园男女生的“强弱”，由生

理性别强弱扩大到社会性别强弱的问题值得关注！ 

    课程设计过程，认真纳入调查所反映的高职院校特殊的性别差异因素，以女生

的“强”证明女性获得相应资源，发展能力比注重身体容貌更能体现人生的价值，同时

也证明实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女生的优势正是得益于这一国

策的倡导和落实！怎样看待这个阶段男生的“弱”？应是课程的重点。男生的“弱”，

实际是以男性必须成功、男性必须担当家庭和社会的重任、以及“大丈夫怎能在小女子

之下！”的传统性别等级立场来界定的，所以，“男强女弱”的传承，不仅压迫女性，

也给男性造成焦虑，特别是处在青春期发育的学生。这个年龄段，女生身心发育平均比

男生早1——2年,对比而言,男生的成熟度相应低于女生,感受成功的体验相应也受到局

限；而高校增加新学科、扩大招生的社会大环境，也形成了高职院校学生构成的性别差

异。 

    性别平等教育的课程，运用社会性别分析工具，结合学生性别发展认知的实际，促

使学生走出阶段性性别强弱的局限范畴，认知整体性别差异的深刻根源，从而树立性别

平等的自觉意识，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得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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