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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在高等职业教育中的实践与反思

    摘 要：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是指以“参与的方式”启蒙社会性别意识和获取相关知识。作者尝试在

高职教育中进行参与式社会性别意识的培训实践，并对培训对象、内容、形式、效果等进行了认真的反

思。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 参与式 社会性别培训 实践 反思 

 

一、高等职业教育呼唤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 

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是指以“参与的方式”启蒙社会性别意识和获取相关知识。社会性别是指社会对

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其核心内容是认为男女各自承担的性别角色并非是由生理决定的，

而主要是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造成的，人们现有的性别观念是社会化的产物，是后天习得的，因此也是可

以改变的。社会性别培训，就是通过反思人们有关性别的经验和观念，使人们清醒地认识社会性别对个人

及社会发展的影响。而参与式发展理念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外社区发展运动之后出现的。参与式对于发

展来讲，其核心思想是（李小云，2001）： 

１、主体参与决策和作出选择； 

２、主体参与整个过程； 

３、全情投入，贡献努力； 

４、主体有承诺和承担能力； 

５、充分利用主体已有的知识； 

６、主体对资源有控制权和使用权； 

７、主体参与的过程是一个能力建设的过程； 

８、利益分享； 

９、促进自我组织建立； 

10、权利和民主的再分配； 

11、建立正式和非正式机制。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社会开发人力资源、输送实用型人才的重任。

其培养目标是为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培养具有必要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人才。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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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以来在学生所受的教育中，从来没有社会性别意识的课程，因此，在他们中不可否认地存在性别盲点。

同时，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权威与服从的关系。课程是由一些所谓有经验的专

家和权威设计，教学过程是一系列程序化的管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经验和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不被关注，专家和领导具有最终的教学评估权利。而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最显著的特征应该是加强学生

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和岗位适应能力的培养。学生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在高职院校对大学生

进行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使他们获得社会性别的独特视角，形成独立判断的习惯和增强分析能力，对变

化着的性别关系做出积极的应对选择，是十分必要的。 

在高等职业教育中运用参与式进行社会性别培训，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性别和

社会性别观点，每个学生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性别及其关系之中。因此每个学生都有自己关于社会性别的

经历与体会。而参与式学习的特点，正是通过学生结合自己的经验和对社会的观察进行探索、质疑和反

思，以达到对社会性别的进一步理解，培训其社会性别的敏感性，从而促进性别平等。 

二、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在高职教育中的实践 

我们两人接触社会性别概念还不到两年时间。两年来，我们对社会性别培训工作一直很努力。作为长

沙市社会性别与发展协作者小组的成员，在积极参与长沙市妇联组织的培训工作的同时，努力探索在高职

院校中开展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的新路子。 

（一）在社会工作系的专业课程中增加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的内容。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也就是

说社会工作是一个专门助人的专业。而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三大直接工作方法之一，它透过有意图性的

小组经验来提高个人的社会运作功能，使它能更好地处理个人、群体及社区的问题。在运用小组工作的方

法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较有影响的有以下三大模式：社会目标模式、治疗模式、互动模式。社会目标

模式以关注社会整合和人参与社会的责任感为工作重点，通过人的能力和意识的提高去影响和改变社会。

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是启蒙社会性别意识、检视自己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以便采取行动，改变性别不平

等的社会结构，因此其目标与社会目标模式的理念是一致的。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的原则是相信妇女的问

题不是妇女个人的问题。培训者（协作者）要有社会性别的视角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贯穿于整个培训

工作的始终。培训者（协作者）要尊重第一位参与者自己独特的经历和经验，相信他们能够提升自己的意

识，有能力改变自己和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我们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进行参与式社会性别意识培训，既

能启蒙学生的社会性别意识，唤起他们的社会责任心。另一方面，又使学生从我们身上感受到小组工作的

经验。我们培训者的角色用“协作者”这个名称，体现出我们与学生的平等性。我们尽力使学生充分表达

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并努力开放自己，使学生对社会性别通过与自己经历的反思有一个深刻的体验和感

悟。通过引导学生参与一系列的活动，一步步地启蒙社会性别意识，最后，协助学生制定自己的行动计

划，将社会性别的意识付诸于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鼓励他们去推广社会性别的意识，改变社会结构中

的性别歧视。我们对他们说，他们再对别人说，这样，就可以做到人人皆知。我们所充当的角色就是小组

工作员所担负的使能者、示范者、支持者、倡导者的角色。 

（二）在全院开设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的选修课程 

二○○二年上学期，我们尝试在全院开设了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的选修课程，当时参与选修的学生来

自电子、经贸、殡仪等不同专业，我们虽然对人数进行了限制，但最后还是有８０多名学生参加。我们两

位老师刚走进教室，学生感到十分惊讶，怀疑老师是否走错了教室。因为他们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一位老

师面对几十个同学进行教学。接下来，我们向学生介绍了参与式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在整个教学的过程

中，学生普遍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和参与意识。但使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始终只听到了一种群体的声

音，因为在当时安排课程选修的时候，只面对全院女同学。 

在第一次课堂上，我们对全体学生进行了一次开放式的访问，了解学生的性别意识及她们选择此次培

训的需要。我们发现大多数学生是第一次听说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并且对这个陌生的话题比较感兴趣。在教

学的过程中，我们与其他专业教师经常进行分享和讨论（我们参加培训以后，与其他老师分享了我们的培

训经验及所获得的资料，因此她们在教学中也加入了社会性别的内容）。在培训即将结束之时，我们引导

学生对教学的过程、内容、形式，效果进行了认真的评估、总结，同学们对我们的培训给予了肯定，同时



也为我们的培训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更为可喜的是在今年学院的课题申报中，     我们主持的“大学生

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与研究”已正式得到学院的批准。我们的工作赢得了以男性为主体的决策层的支持。 

三、高职教育中开展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工作的反思 

（一）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在高职教育中教育对象的反思 

我们培训的对象是高职院校的大学生。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正处于一个形成的过程。易于接受新

事物、新思想，敢于思考，勇于表达。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参与意识很容易被调动起来。但是学生

绝大部分是从学校到学校，社会经验缺乏，加上部分学生又是独生子女，不管是男是女，父母对其疼爱有

加，所以他们很少有自己的性别经验，感受不到影响自己生活的性别因素。如有的学生说：“什么男女平

等，早过时了。”正因为如此，学生经过培训虽然能够接受社会性别的一些理论知识，但是，他们对于这

些知识的理解程度远不如成年女性那样深刻。 

（二）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在高职教育中教学内容的反思 

我们进行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时，主要采用的是卜卫、王佐芳等人编写的《社会性别与发展培训手

册》。这本手册比较适合对在职人员进行培训，而对在校学生使用则有一点距离。当时我们进行培训时，

也联系了学生的实际生活。如家庭中的男女分工、大学生的恋爱观、就业观等等。但总觉得内容零碎，不

成体系。另外，从男性的角度分析传统社会性别对男性的影响及功能表现的内容几乎被忽略了。这样，我

们所说的社会性别的最终目的是让男女平等，就显得有点苍白无力，没有份量。给男生的印象是培训实际

上是给女性争权，让女生压制男生。这方面的经验还要多进行积累。听说有的协作者已经在高校中开过类

似的课程，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编写出与在校学生实际生活联系密切的社会性别教材及教学大纲，共

同推动参与式社会性别意识培训在高校的发展。 

（三）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在高职教育中教学方式的反思 

参与式的教学方式是对传统教育学思想的一个深刻反思，体现出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但是实际上，

当参与式真正成为培训活动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的时候，学生的参与意识又有点低落。再加上种种条件的

限制，如学生人数太多，严格的教学计划，教学场地的安排。而且，使用参与式教学方式易出现的一种效

果就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喜欢发言的同学得到的锻炼机会较多，他（她）们的性别分析能力也变

得较强。当然，我们也鼓励、支持沉默者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但这部分同学更倾向于让老师讲授。

如何将参与式的理念纳入培训的每一个环节，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在参与式教学方式下发挥出主动性，这

仍然值得我们协作者商讨。 

（四）协作者自身经验的反思 

我们接触社会性别概念不到两年的时间，缺乏深厚的社会性别理论功底，在处理小组中不同声音的时

候显得有点缺乏说服力，分析不够透彻。如《手册》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农村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

减地”的政策，男女不同的分地政策，协作者让大家用社会性别的角度去看待、去分析。学生也讨论得出

了一些观点。如果这样，离婚妇女就没有土地，上门女婿也没有土地等。但其中一个来自于农村的男生提

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性别歧视，只不过在农村现实生活中，年年变更土地是件很麻烦

的事情，所以就采用了这种简单的做法。”当时我就引导他进行思考，在制定这项政策时有没有考虑给两

性带来不同后果，我们能否采用一些方法让政策完善起来。但从课后与学生交谈中可以看出，该同学的看

法这是有一定市场的。如何在性别理论与实践中找到一个结合点，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另外，协作者也

是社会中的人，我们自身也受到传统思想的熏陶，在很多问题上自己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性别意识的盲点，

在看待、分析问题时有时不自觉地会用传统的观点，这就会给社会性别培训的效果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高职教育中开展社会性别意识的培训是一件长期而渐进的工作。反思过去培训的经验，存在的问题

和困惑真的不少，但我们勇于挑战自我，在高职教育中勇敢地跨出了社会性别参与式培训的第一步，其中

所取得的经验会给今后的培训带来启迪。通过培训使学生增强社会性别觉悟，提高社会性别的敏感性，让

他们在以后的学习、生活、工作中能多用一种视角去看待和分析问题，用他们的行动去影响身边的人，从

而使社会性别意识日益得到推广，为建设一个两性平等的和谐社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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