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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心理问题背后的性别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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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面对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以及生存的现实环境，女性在心理健康上存在的

问题越来越多。据多项调查表明，女性群体中存在中度以上心理问题的比率明显高于男

性。女性在对社会适应不良、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症状方面普遍比男性严重。 

譬如，面对竞争中的暂时失败、工作中的挫折和家庭生活的不幸，一些女性万分

失落与沮丧。她们情绪一落千丈，只会一味地怨天尤人，抱怨自己生不逢时，忿忿于自

己的怀才不遇与命运不公。 

一些女性自卑感很强，她们缺少自立精神，在情感上依赖他人。她们从未想过可

以主宰自己，而是把自己交给外界环境，交给运气，交给丈夫，交给别人。一旦外界条

件不能满足她的需求，情感就会大受伤害。 

自我认知的失落更使不少女性陷入迷茫之中。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会自责，认为

是没有侍侯好男人才挨打；生了女孩的女性会为没能为丈夫传宗接代而自谴。 

找不到生活的乐趣，失落了生活的价值，致使许多女性情绪低落，情感抑郁。长

时间的郁郁寡欢、心境沉闷，又会一步步发展为抑郁症。近年来我国女性抑郁症患者逐

年增加，因抑郁而自杀的女性也呈上升趋势。抑郁症已成为威胁女性身心健康的最危险

的心理疾患。 

众所周知，女性健康不仅受生物学、自然环境和生态因素的影响，且与社会因素

息息相关。社会经济条件、文化和意识形态、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对女性的态度等因

素，都会通过各种机制对女性健康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虽然在法律上、政治上赋予了女性与男子各种平等的权利，但是受旧有

传统观念的影响，事实上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仍然随处可见。目前，妇女在参政、就业、

升学、住房等方面与男性相比差距还很大，这种不公正给女性带来的苦恼导致了女性心

情压抑、心理失衡。另外，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贫困人口的主体是女性；新生文盲也

是以女性为主。生存的需要是人的最基本的渴求，这种渴求得不到满足，又怎么可能有

健康的心理状态呢？ 

传媒似乎也难辞其咎。一直以来，大众媒介选择性的传播内容，通过报刊、电

视、书籍、网络等途径，以或暴露、或隐晦的方式在大量复制着男女角色的陈规定型：

男刚女柔，“男主外，女主内”；是男性就要顶天立地、赚钱养家，是女性就要美丽贤

惠、操持家务。毫无疑问，这种定型是中国传统的、陈腐的。大众媒介通过这种含有性

别歧视的传播内容对广大受众的“主观现实”施加影响，于是，这种长期的、潜移默化

的过程“培养”了一代代人对男女社会角色的“刻版成见”，形成了一种基于传统的道

德伦理的集体无意识。 

而由种种机制导致自我认知的失落使无数女性精神倦怠，她们失望、彷徨、无

助、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并诱导多种心身疾病的发生。 

看来，妇女地位低下，男女两性在权利上的不平衡，才是作为深层次的女性心理

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我们应从性别视角关注女性心理健康，从社会文化环境的视角来

关注、分析、探讨女性心理健康问题。因此，对心理健康不能仅从狭义的生物学方面理

解，而应以维护妇女权益、改变她们的不平等地位入手，让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和免受歧视；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健康具有了社会性别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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