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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学》荣获2005年第四届全国妇女优秀读物奖 

    一、成果形成背景及过程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女性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逐渐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一个

热点。我国的女性学研究起步于80年代中期，由于它所具有的独特性，以及对高等教育

中课程改革、高校女教师和女大学生群体产生的积极影响，女性学正在进入高等教育，

并开始走上学科化建设与发展的道路。在促进女性学进入学科建设主流化进程中，本土

化的女性学研究地位日益凸显出来。  

  1.课题负责人在自己及参与人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初拟出写作提纲,并组

织学术界和出版界的相关专家进行第一轮讨论和修正.根据参与者的学科背景作出初步

的写作分工.    

  2.在第一轮讨论的基础上,就撰写者提出的各章节主要提纲内容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和修正,形成最后的目录定稿.在此基础上启动本书的撰写.  

  3.形成初稿后，由课题负责人兼主编负责进行全书统稿,并请专家教授就相关内容

以小型专题会议形式讨论修改。 

  4.主编根据各位专家教授提出的意见再次进行修改，直到最后定稿。  

  5.将完成稿交由出版社出版。  

    二、成果主要内容  

  (一)基本观点  

  我们认为检验和发展女性学学科的惟一途径仍然是理论联系实际，是社会实践。将

女性主义的学术成果运用于普及，实质上是对学术的深入研究的卓有成效的步骤。我们

注重将女性注意的前沿研究成果贯穿全书始终，但与此同时，我们不急于建立一套完整

的理论体系，而是采用了以读者的视角定位的结构方式。例如在布局谋篇上，本书正是

以女性为轴心，列出了女性与社会角色、女性与历史、女性与政治、女性与文学、女性

与教育 、女性与健康、女性与法律 、女性心理与成才、女性与经济 、女性与婚恋、

家庭、女性与大众传媒 、女性与审美等十二章.在撰写《女性学》的时候，我们《女性

学》的12章形成相互关联同时相对独立的十二道轴线，为女性描写和勾勒出的正是当代

学术前沿的理论联系社会实际的本土的女性学的新观点和新知识。  

  (二)成就与创新  

  本书最大的特色是：普及、前沿、本土、综合、实用。  

  《女性学》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当我们的教育对象——一个中国的本土

的青年女大学生作为自然属性的女性即将步入社会，成为社会属性——女性角色的时

候，她将面临一个怎样的社会性别话语网络？她应该具备怎样的社会性别常识？  

  1.关注来自政府的、法规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有关女性的话语。这其中的一些内容

与女性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比如女性的生存权利，劳动保护权利，生育的权利,受教

育的权利，参政的权利,婚姻自主的权利等等.这些年来，女性和男性一样不再是大事小

事依赖家长、单位和政府来管理，在逐步健全法制建立公民社会的进程中，青年女性了

解政府的有关法规政策，学会自主管理和正确行使女性的权利，能使她们找到一条正确

的维护自身权力明确自身社会责任和义务的途径。  

  2.来自女性主义与当代学术成果。将女性主义的学术成果运用于普及，实质上是对

学术的深入研究的卓有成效的步骤。  

  3.立足于作为现代知识女性如何协调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体与社会角色的关系。紧密



联系社会实际，回答和解答在商品经济大潮下的女性生活的疑难和困惑。帮助接受教育

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摆脱传统社会的男女性别角色分工模式，不再拘泥于陈旧的

性别观念，以自立、自强、自信的心态寻求更高层次的全面的发展。如何促进男女平

等，使两性和谐相处，如何认识性别差异，调整心态差异使女性健康成才，如何看待大

众传媒中的性别定位，如何从性别视角去了解历史，解读文学作品。性别教育的目的不

仅仅是为了争取女性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是男性作为现代公民需要学习的知识和修养，

并带动全社会对于性别意识的关注。  

  当我们的研究立足本土，不难发现与西方妇女所面临的生存处境不一样。首先，是

中国妇女和男性一样面临着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紧缺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第二是

我们的意识形态背景不一样，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像西方有着宗教色彩，而是在伦理道德

关系中规范人的行为准则。第三是我们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角色，在“男耕女织”的传统

社会中，我们的传统女性几乎和男性一直承担纳税人的社会义务；第四是我们的公共空

间和私人空间也与西方人有所区别。着手对于本土妇女/性别研究影响深远。目前中国

的社会变革中出现的女性群体的边缘化趋势，更是促使女性主义研究者与社会工作实践

者联手合作，研究在社会实践中发现的问题，例如“城市女农民工”人群分析，“女性

与家务劳动”等等.《女性学》进行的正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尝试和创新。  

  本书撰稿人实现了跨学科跨学院的合作,突破女性研究局限于妇联、女子学院和女

教师的狭小视野，实现男女教师的共同合作，这样既将学科前沿的信息带入妇女研究，

也推动女性/性别研究对于人文学科的渗透。  

    三、成果的社会影响  

  中国网特发表题为《女性需要学术关注》的网上独家报道；《潇湘晨报》也对在岳

麓书院举行的女性学研讨会给予高度评价。  

  《女性学》目前已被湖南、江苏、广东、广西等省一些高校和妇联选定为教科书和

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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