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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意识走进教科书

史习江 

2005-12-23

 

国务院在2001年5月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重申：“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教育内容。” 

  理所当然，进入21世纪后的新一轮课程教材改革，应在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的文化建构中，贯彻体现国家在性别平等方

面的意志。 

  有鉴于此，语文出版社的教材编者在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1—9年级）的编

制中，力求在体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理解与尊重多样性文化的同时，将政府在教育领域实现性别平等的努力体现在语文课

程与教科书的层面上，将有利于儿童发展的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到母语教育中。  

  下面我介绍一下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的性别平等意识培养： 

  描述男性、女性形象的课文在数量上的变化 

  在重点描述男性、女性形象文章的数量比较分析方面，人们可以看到，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的六册初中语文教科书中，

以女性为主角的课文有18篇，以男性为主角的课文有26篇，两者比率是69.2%； 

  而此前，国内教科书一统天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初中语文教科书中，以女性为主角的课文有13篇,以男性为主角

的课文有45篇,两者比率是28.8%(2002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教学性别分析”课题组《教学与性别文化研究—教材文本分

析》)。 

  两相比较，语文版教科书提高了1.4倍。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资料的原因，只好将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初中教科书与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初中教科书加

以比较，由于年代有所不同，这样的比较有些不公平。但如此比较也并非没有意义，因为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展

开，以及一个课程标准、多种版本教材竞争的出现，人们都需要在1998年版教科书基础上前进，并会以此来衡量向前迈进了

多少。 

  课文里女性形象的变化 

  语文版教科书课文里的女性，形象正面，而且丰富多彩，涉及了古今中外、现实与传说中的各个方面。如古代诗歌《木

兰诗》中替父从军、忠孝两全的木兰，《陌上桑》中美貌机智的罗敷，现代小说《小巷深处》中善良卑微的盲人母亲英姨和

她那倔强的养女，《选举风波》中洒脱能干的学生会干事鲁艳青，《百合花》中明理的新媳妇,《一厘米》中虽然生存艰难但

依然坚守教育孩子的社会责任和维护普通人尊严的陶影；散文《回忆我的母亲》中勤劳宽厚的朱德母亲，《我的老师》中循

循善诱的盲人教师安妮·莎利文和自强不息的海伦·凯勒，《勇气》中平凡勇敢的法国妇女，新闻《生命之舟》所救助的农

家女孩，等等。 

  这些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不仅具有勤劳、善良、温柔的女性特点，而且大都有着自立自强的奋斗精神。 

  特别是教科书精心选取了反映争取男女权利平等运动的妇女先驱苏珊·安东尼大无畏斗争精神的精彩文章《苏珊·安东

尼》。 

  课文里苏珊·安东尼那直言抗争的斗士精神，那掷地有声的争取选举权的宣言和法庭上申明无罪的雄辩，都极具语文教

学的冲击力与震撼力，使性别平等理念能更容易地进入学生心中。 

  课后习题设计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特点，紧紧围绕宣言和辩护词所体现的性别平等意识进行了开掘，如第二练习题围绕

争取选举权宣言的设计：“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苏珊·安东尼在投票选举总统前的简短宣言雄辩而有力，试体会并

分析一下这个宣言的震撼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第三题则要求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苏珊·安东尼的辩护词，并试试从语言表达的角度，说说她的辩护词为什么会产生“如

此有力”的效果。 

  教科书设计牢牢抓住这些贴近生活、富有鲜明个性和勇于追求的女性形象，力求在初中生性别社会化过程中，帮助他们

催化生成符合时代精神、体现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观念。 

  选文贴近当代生活，榜样来自身边 

  教科书选文贴近当代生活，有利于学生建构自己的文化。如《小巷深处》中在不经意中经历着成长变化的心地单纯的养

女“我”，生自贫寒人家，向往着美好的生活，一心希望以刻苦学习的成功来摆脱现实的羁绊。这种成长中的经历，很容易

引起学生的共鸣。 

  《选举风波》中不计个人嫌隙、热心社会工作、敢作敢当的女学生鲁艳青，体现了当今小青年的某些特点和追求。 

  《一厘米》中的主人公陶影虽然也有着常人易犯的毛病，但她坚守着教育孩子的责任，在她和孩子遭到无端侮辱后，这

个来自弱势群体的女工，不是忍气吞声，不是怨天尤人，而是顽强地尽其所能地努力，维护着普通人的尊严和社会良知。 

  这些具有较强时代感的女性形象，鲜活可感，仿佛就生活在身边，有利于激发学生观照普通人、关心大众的感情和爱



来源：《中国妇女报》 

心，潜移默化地丰富和影响着他们的心灵。 

  把性别平等理念纳入到语文教育中 

  教科书充分发挥课文《苏珊·安东尼》在性别平等意识教学上所产生的情感震撼效果，为该单元的语文学习活动设计了

一次跨学科的综合学习活动：“主题探究学习：‘妇女解放’”。 

  意在使学生通过专题学习，在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和学习使用一般研究方法的实践中，在对妇女争取男女权利

平等的历史和现状的探讨中，继续深化对性别平等意义的理解与认识。 

  本次学习活动设计了五个板块： 

  第一板块——“引言”。引言揭示了妇女解放的概念及其奋斗目标，扼要回顾了妇女争取男女权利平等运动的历史。 

  第二板块——探究准备。通过提示引导学生在开展活动时，注意语文学科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的整合，课堂学习与课外

阅读、社会实践的整合；注意多种能力的实践，如访谈、调查、讨论等。 

  第三板块——阅读材料。阅读材料分为三部分，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较有代表性的跨学科综合学习的材料。 

  第三板块第一部分有外国思想家有关妇女解放思想的条目，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 

  第二部分有中国近代女革命家秋瑾条目，五四时期和上世纪50年代中国妇女解放的简要纪实回顾，《世界全民教育宣

言》有关妇女教育内容的节录，中国时任总理关于妇女权益现状及其维护的介绍。 

  第三部分是古今中外的女作家诗选，有宋代词人李清照的《夏日绝句》，近代秋瑾的《泛东海歌》，当代诗人舒婷的

《致橡树》，美国诗人狄金森的《小石头多么快活》。 

  舒婷的《致橡树》洋溢着清新、刚健的生命气息，否定了旧式的“青藤缠树”“夫贵妻荣”的依附性两性关系，一展当

今女性独立自主的品格和人格理想。 

  狄金森的《小石头多么快活》在乐观、活泼的歌咏中，浸润了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 

  第四板块——探究建议。指导学生制定探究计划；提供供学生参考的探究题目。在提供参考的探究题目中注意引导学生

关注现实中的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如“巾帼英雄谱——我所认识的一位杰出女性”“我心目中的现代女性形象”“女性与广

告”“教材中的性别问题初探（男女出现的频率、男女活动的领域、从事的职业、性格塑造……）”“法律与现实——对教

育、劳动就业、家庭中男女平等情况的调查”“影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等等。 

  第五板块——探究成果展示。成果展示的重点放在专题介绍和讨论上，这样，学生在检验自己的听说读写、概括、分

析、综合能力的同时，通过彼此间较为深入的介绍与讨论，学生的性别平等意识得到了强化，对追求性别平等活动的意义有

了进一步的了解。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最主要资源，是影响儿童行为、态度、观念形成的重要媒介。教材是否提供全面而准确的信息，将直

接影响学生的发展。作为基础教育主要科目的语文教材，由于其强烈的思想性和情感性，及其背后潜藏的主流文化对性别与

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认识，它对学生各方面的影响特别是性别角色社会化影响要远比其他课程来得深刻。 

  背景： 

  本文作者语文出版社史习江社长，在2001年参加了清华大学史静寰教授主持的“对中国幼儿园、中、小学及成人扫盲教

材的性别分析研究”课题组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后，很受震动，此后在自己出版社编辑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特别增加了性别

平等的理念。他们出版的2003年版初中语文教材中，女性为主角的课文比1998年人教社版增加了1.4倍。已在全国800多所中

小学的起始年级开始使用。集中体现了学术研究对教育实践和政策产生的影响。史习江社长在前不久召开的2005年中国妇女

研究会年会暨“北京+10”论坛上介绍了语文出版社编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刊发史习江社长的文章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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