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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社会学课程阶段成果小结

近年来，女性社会学已在许多高校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热门课程。为满足越来越

多开设课程的教师的强烈需要，“发展中国大陆的女性/性别社会学”项目组进行了

一系列的具有学科发展战略意义的工作。其中较重要的有： 

1）2000年12月，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项目组在杭州召开了全国

“社会性别与社会学读书研讨班”。在这一研讨班上，无论主题还是内容，无论结构

还是形式，都力求一种革命性的突破。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师

大、厦门大学、新疆大学、中央党校等十几所高校和上海、江苏、四川、陕西、浙江

等近十个省市社科院及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60余位教师和学者围绕着性别与社会研

究的方法论，性别与公共政策，性别与社会分层，生产和再生产，私人关系和公共关

系，文化和观念，性别与发展，性别与健康，工业化和全球化，多极化、多样性和非

主流，妇女越轨与对妇女的越轨，社会工作与社会救助，妇女行动与运动等十三个主

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探讨了“劳动的性别分工”、“公共关系与私人关系”、“质

性研究”、“内部东方主义”、“妇女的他者化”、“社会性别与发展”、“以妇女

为主体的健康”、“Internet 与下层妇女失语”、“语言与阅读”、“商业性性交

易与性服务妇女”、“赋权与社会行动主义”等具有本学科特征的概念（王金玲，

2000），而其中的一些概念在四年后的今天已在学界被广泛运用。 

2) 从2000年起，项目先后资助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北师

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高校社会学系的教师开设了女性社会学或相关的硕士生或本

科生课程，如“妇女与发展”、“性别社会学”、“性别社会学导论”、“性别与社

会学研究”等；资助了上述高校和云南大学、天津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开设或即将

开设相关课程的教师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妇女学系、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系和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社会学系进修，促进了高校系统女性社会学研究和课程建设的发展。 

3)作为中国大陆第一部从社会性别视角对所涉领域的主流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成果

进行梳理，展示19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成果和行动经验的论著，项目组编

辑了《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与经验》一书，并于200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项

目组编辑该书的目的原本是以此书作为教学参考书，弥补本领域教学参考书的短缺。

但其呈现的强烈的女性+本土的特征使得该书进一步在对主流社会学的修正、改良和

完善；对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具有了重要意义，并向国际社会系统地提供

了一种中国大陆本土的研究成果和行动经验。此外，作为女性社会学的又一本教学参

考书：《妇女，家庭与公共政策——全球视角》（译著）也已于2003年由社科文献出

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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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中心、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系和中华女子学院联

合举办，以中国大陆相关学科的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为对象，以培养妇女学相关课程

教师和研究人员为主要目的的“妇女学学士后文凭班”上，“性别与社会”被列为六

门主要课程之一，并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社会科学院、中华女子学院的教师

进行授课，而相关四大内容的教学大纲也是各授课教师自己撰写而成。 

5）2002年底至2003年初，项目组在广州召开了全国女性社会学教学法研讨会。

来自全国近10所高校已开设和即将开设相关课程的20余位教师与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

学社会学系的教师和博士生，就如何讲授有关性别与社会的课程；新的教学理念、教

学方法和教学技巧等进行了交流和探讨，提炼了一些更具有本学科特征、更从本土学

生实际出发的教学和研究建议。 

6）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理工大学、东北师大、中

华女子学院等单位的教师合作编写的《女性社会学》大学本科生教材已由高等教育出

版社在2005年出版，并将在有关高校试用。高等教育出版社是全国最权威的高等教育

教材出版社，《女性社会学》由该出版社出版表明高等教育主流对于女性社会学所具

有的学科性的肯定。由此，“女性社会学”也初步形成教材+教参的框架。 

7）2005年7月24—26日在杭州召开了“全国女性社会学本科教学经验交流会”。

来自全国近20所高校讲授女性社会学本科课程的教师对近年来讲授相关课程的经历、

经验、体会进行了交流，进一步发展了女性社会学教学网络。 

正是在学生需求、学者/教师积极行动、项目推进这三大力量的合成作用下，作

为不断高涨的妇女学学科建设浪潮的一大组成部分，作为对学生持续上升的需求的一

种应对，在众多高校和研究院所领导的支持下，中国大陆开设女性社会学及相关领域

（如，妇女与社会工作）本科生课程的高校已由原来的两、三所扩大至二十所以上；

设置专门或相关硕士专业方向（如，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及开设专门或相关硕士生

学位课程（如，妇女与发展）的高校也由原来的只有北京大学一所扩大至中央党校、

东北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南京师范大学

金陵女子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等十所左右。学生的需求和教师的积极性表明，女性社

会学已成为高校课程建设和发展的一个新的支撑点。 

具体开设女性社会学以及相关课程的高校和课程见下表： 

表一  开设女性社会学及相关课程的高校及课程（截止2005年6月） 

学校 课程名称 学生类型 课程类型 

北京大学 

女性学导论 社会学系硕士生 必修 

社会性别研究 社会学系本科生 选修 

性别与发展 社会学系硕士生 必修 

妇女发展史 社会学系硕士生 必修 

女性学经典理论选读（英

文） 
社会学系硕士生 必修 

女性主义方法论 社会学系硕士生 选修 

婚姻与家庭 社会学系本科生 选修 

妇女研究统计方法 社会学系本科生 选修 

 

妇女研究 社会学系本科生 选修 

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导论 社会学系本科生 选修 

妇女社会工作 社会学系本科生 选修 



 

复旦大学 
性别社会学 社会学系本科/硕士生 必修 

身体、性与性别 社会学系本科生 选修 

女权主义理论 社会学系硕士生 选修 

东北师范大学 

女性学概论 社会学系本科生 必修 

女性热点问题与经典著作选

读 
社会学系本科生 必修 

女性学前沿问题 社会学系硕士生 必修 

社会变革与女性发展 社会学系硕士生 必修 

性别与社会研究 社会学系硕士生 必修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性别研究 社会学系硕士生 必修 

女性社会学 社会学系本科生 选修 

华中科技大学 性别社会学导论 社会学系本科生 选修 

云南民族学院 
女性学导论 社会学系本科/硕士生 选修/必修 

性别社会学 社会学系硕士生 必修 

云南大学 妇女与发展 
社会学系博士生/硕士

生 
选修 

浙江大学 女性社会学 社会学系/全校本科生 选修 

浙江工商大学 女性社会学 全校本科生 选修 

浙江师范大学 女性社会学 社会学系硕士生 必修 

温州师范大学 妇女与民俗 全校本科生 选修 

中山大学 女性学导论 社会学, 系硕士生 选修 

  妇女与法律 法律系本科生 必修 

武汉大学 女性社会学 社会学系硕士生 选修 

南开大学 女性人口与发展 人口研究所硕士生 选修 

新疆大学 女性社会学 全校本科生 选修 

广西财经学院 社会性别学 
广告学系、人力资源

管理系本科生 
必修 

南京师范大学

金陵女子学院 
性别社会学 

全校本科生/劳动保障

学院本科生 
选修 

中共中央党校 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 社会学专业硕士生 必修 

中华女子学院 社会性别与社会发展 社会工作系本科生 必修 

  妇女与健康 全校本科生 选修 

岳阳师范学院 社会性别导论 社会学系本科生 选修 

内蒙古师范大

学 
女性学导论 法政经济学院本科生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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