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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调查发现,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性别意识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教师的男女

平等观不成熟,教师的女性 家庭角色意识浓厚, 教师的女性发展观念受传统性别观念的

影响较深, 教师的性别态度不公正,存在性别刻板印 象。因此,加强社会舆论导向,改变

社会性别意识状况;将性别意识纳入教育立法、教育政策中,并在具体的项目和 方案中

加以实施;同时对教师进行性别教育,如在师范院校和继续教育机构的教育中增加性别教

育内容,还要提高 在职教师对性别观念的关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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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应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 

性别意识这个概念是女权运动发展到80 年代提出的,这一概念及其分析方法是在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性别意识指的是从性别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对其进行性别分析和性别规划,以防止和克服不利于两性发展

的模式和举措,并在思想和行为上做到对两性的平等对待。自从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联

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主流以来,性别意识已成为当代人应

具备的一种现代观念意识。社会性别观点认为,性别的建构是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

产物。 个体的性别态度和行为是在外在的权威力量和文化传 统及心理认同这种内在力

量的共同作用下养成的。中小学阶段是儿童性别行为和态度养成的重要阶段,中小学教

师对儿童性别观念和行为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教师的性别态度、对不同学生的不

同的性别期 待以及性别性的教育行为对学生的影响都是十分显著的。 

二、教师性别意识现状调查分析 

1. 调查对象与方法。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 式收集数据,于2007 年2 月对

江西省铅山县县城、农 村中小学教师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本次接受调查的 教师共

130 名,其中有效问卷共125 份,占96.15 %。从 性别分布上看,男性40.8 % ,女性占

59.2 % ,这与学校中男女教师比例有一定关系;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的 占72.8 % ,未

婚的只占21.6 %;从年龄分布上看,25～ 45 岁的青年教师居多,占65.6 % ,其次是25 岁

以下的 年轻教师,占21.8 % , 而46 岁以上的教师只占8.0 %; 在学历方面,调查中拥有

大专以上学历的教师占绝大 多数, 其中本科学历的占54.4 % , 大专学历的占 40.8 

% ,而中专学历的只占4.0 %。调查对象大部分为 学历层次较高的中青年已婚教师。为

了保证样本的典 型性,我在调查中还有意识地对学校类型进行选择,分 别择取了县城高

中、初中和小学与农村初中、小学等学 校的教师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2. 对教师性别意识现状的调查结果分析: 

(1) 教师的男女平等观不成熟。对“男女平等”的认知和理解是社会性别意识的

重要组成部分,教师成熟而稳定的男女平等观是提高教师社会性别意识水平的一个主要

标志。调查发现,有47.2 %的教师认为“以 同样的方式对待男女”就是男女平等,38.4 

%的被调查教师认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男女”不能看做是男女平 等的表现,14.4 %的

教师则态度模糊,说不清。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P > 0.05) ,男女教师在此问题的态度上

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在对“你是否认为以同样的方 式对待男女就是男女平等”这

一问题的回答时,女教师选择“说不清”的比例高出男教师4.5 % ,这说明女教师 对性

别平等的关注度低于男教师。 

当被问及“你是否认为男女平等就是男女变得一 样了”时,绝大多数教师持赞同

意见(占总数的79 %) 。 但是方差分析结果(0.01 < P < 0.05) 表明,男女教师在此问

题的态度上存有显著差异。持赞同态度的女教师比男教师低了18.5 % ,而持否定态度的



女教师又多出 男教师18.5 %。访谈中了解到,女教师更多地注意到男女平等中应该考虑

到男女两性在生理、心理上的先天差异,而不能简单地将男女平等视作男女一样。 66.4 

%的教师认为男女应该平等,但应该有不同的道德观,只有20.5 %的教师认为男女不该持

有不同的道德观。在此命题上,大多数教师态度一致,都认为男女两性应该有不同的道德

观。这种态度与社会大环 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也表明大多数教师的男女平等 观受传

统思想的影响较深。 

对于“女人需要更多照顾”这一思想,有74.5 %的 教师认为应该“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16.4 %的教师认为这是男女平等的表现,9.1 %的教师认为这是男女不平等的体

现。教师普遍认同男女两性在生理上存在先天差异,因而在特定情况下需要更多照顾。

教师对“男女平等”的理解只是停留于表层,大部分教师并没有形成成熟的男女平等

观。有些教师根本 没有对性别平等给予适当的关注,对于男女平等的认 知和理解流于

肤浅。 

(2) 教师的女性家庭角色意识浓厚。在谈到“丈夫 收入是否应该比妻子

高”时,58.1 %的教师持赞同态 度,41.9 %的教师不赞同。不过,在此问题上,未婚教 师

的态度与已婚教师的态度有显著差异( P < 0.05) 。 有77.8 %的未婚教师认为丈夫收

入应该比妻子高,而 有52.2 %的已婚教师持此观点。 

另外,认为“为了妻子的事业成功,丈夫可以作出 牺牲”的教师占55.5 % ,相对于

持否定态度的教师比率 44.5 %高出11 个百分点,且男女教师观点一致。 由调查结果可

知,教师对男女两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差异是非常鲜明的。从整体上看,有超过60 

% 的教师认为母亲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家庭中,而父亲最重要的任务在工作。而且男教师

明显比女教师更倾向于把女性的角色定位在家庭,让男性承担作为社会强 者的任务。虽

然对于父亲的角色男女教师的态度差异还没有达到显著(P > 0.05) ,但是对于母亲的角

色男女 教师的态度却有极其显著的差异( P < 0.01) 。女性教师中有半数认为母亲最

重要的任务是照顾家庭,教育 孩子。有76.2 %的男教师认为母亲最重要的是照顾家庭,

教育孩子。 

教师对于男性的定位意见比较一致,作为职业女性,女教师已经有意识地要求从家

庭中脱身出来,更多地参与社会,投入工作。但是在目前,男性以及以男性 观念为主流的

社会环境对女性的家庭角色定位严重影 响着教师。教师普遍倾向于将男性定位于公共

领域, 将女性定位于私人领域,如家庭。女性家庭角色意识仍然浓厚。 

(3) 教师的女性发展观念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 较深。从总体上看,90 %的教师

认为女性可以为了家庭作出事业上的牺牲。教师普遍认为女人可以为了家庭调整事业发

展,但没必要放弃。对于“结婚后,女人 是否需要为家庭放弃事业发展”,男女教师的观

点有极其显著的差异(P < 0.01) 。其中,有31.1 %的女性教师认为完全没必要为了家庭

放弃事业的发展,而只有 5.9 %的男教师认为女人完全没必要为了家庭放弃事 业发展。

认为有必要放弃的男性教师也比女性教师多 出6.8 %。在此问题上男女教师态度也存在

显著差异 (P < 0.01) 。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别角色的刻板 观念制约着教师特别

是男性教师。女性教师更多地切身感受到了女性在社会上面对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

对于社会性别平等有更多的要求。而男性及社会 还没有为女性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观念

支持。同时,在对于“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找个好丈夫”这一社会上流行观点的看法

上,57.6 %的教师赞同,42.4 %的教师不赞同。而且在这两个观点上男女教师态度并无太

大差异。多数教师对女性的发展期待不高,而女性教师也 乐于接受这种社会外在的观

念,在发展之外寻求家庭“庇护”。结合访谈我们发现,女性教师在事业上遇到挫折时,

女性的自尊、自信、自强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产生寻找婚姻依托的依赖心理。这也反应

出女性教师的自我发展观念淡薄,自主意识较差,认同了传统的女性发展观念。 

(4) 教师的性别态度不公正,存在性别刻板印象。 

教师的性别态度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工作中对男女学生的期待,教师的期待又会对学

生的自我认知产生极大的影响。而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教师都认为男女学生在认知能

力方面存在差异。77.4 %的老师认为男生学习理科更轻松,而只有7.3 %的老师认为女生

学习理科更轻松,认为男女生在学习理科方面能力差不多的也只有15.3 %。其中教数

学、物理的教师没有人认为女生学习理科更轻松,化学老师也只有一人选择了女 生学习

理科更轻松。 

在语言学习方面,63.2 %的教师认为女生学习语 言更容易;只有10.4 %的老师认为

男生学习语言更容易。其中教语文和英语两科的教师认为“女生学习语言更容易”的比

例接近80 %。大多数老师都公认男生适宜学习理科,女生更适宜学习文科。可见,教师们

对于男女生的能力存在性别刻板印象。性别刻板印象是人们对男性或女性在行为、角



色、人格特征等方面予以 的期望、要求和僵固不变的看法。性别刻板印象起着一种特

别的框架和模板的作用,对男女应具备的心理特征和所从事的活动有一套相对固定的看

法。 

而学校中也确实存在着男生理科成绩更优,女生 文科成绩更好的事实。性别刻板

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现实,但同时也无形中将这种现实合理化,固化着。教师性

别态度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也无形中维护了既定的社会性别歧视。 

三、对加强教师性别意识的建议 

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已经成为与世界发展潮 流相适应的需要。我国教育在走

向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教育的民主化与平等是最重要的目标。教师的性别意识

决定了他们的性别敏感程度,表现在他们在教学中是否能自觉地寓性别教育于教学之中,

是否能自觉地剔除已有教材中性别歧视的内容,编写的新教材是否有利于女学生的发展,

也表现在对男女学 生的教学态度、教学方法的选择上等等。因此,教师的性别意识水平

显得至为重要。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提高教师性别意识水平: 

1. 加强舆论导向,改变社会性别意识状况。教师 是社会的一分子,必然受到社会

中占主导地位性别观念的影响。从整体来说,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妇女的发展,男

女平等的原则已经被普遍接纳和认可。但是当我们用性别意识的眼光来看社会环境时,

社会中依然存在着对妇女的歧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并没有成为历史。自然人口相等

的男女在资源占有上存在巨大落差。要改变这种现状,可以更多地利用媒体, 正确引导

公众的性别观念。 

2. 教育行政部门要将性别意识纳入教育立法、教育政策中,并在具体的项目和方

案中加以实施。教育部门决策层的领导者要有性别意识,充分考虑政策对 男女两性造成

的影响,在进行教育发展规划时,不忽视 女性的力量。 

3. 对教师进行性别教育,在师范院校和继续教育机构的教育中增加性别教育内

容。可在师范院校开设性别教育课程,使教师在上岗之初即已具备正确的性别意识,保证

少年儿童在健康良好的性别观念的影响下成长。在一些西方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已经

在普通大学中把性别教育纳入必修课和选修课,男女学生都在学习。我们国家目前还只

有极少数大学开设了妇女理论课程,普及的很不够。为了加大普及的力度,有必 要由国

家教育行政部门将性别课程纳入师范院校课程目录,并规定为师范院校的必修课,同时抽

调专家、学者编写教材,各地区、各学校大力培训师资,这样就可以加快性别课程建设的

进程。 

加强对在职教师性别意识的培养。联系教师教学实际,在继续教育中加入性别意识

教育内容,提高教师的性别意识水平。 

4. 提高教师对性别观念的关注程度。学校可以适 当开展提高性别意识的活动、

讲座等,并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注入性别教育,提高教师对性别观念的关注,使教师有意识

地对自身性别观念进行审视和反思,主动提高自身性别意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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