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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中的性别意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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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管是“男孩危机”还是“女孩危机”，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实质是教育的危机。家庭教育在儿童性别社会化中具有奠

基作用。家庭教育中性别意识和性别公正的缺失，很容易造成孩子性别角色错位。施教者应减少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

见，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性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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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孙晓云、李文道和赵霞2010年出版的大作《拯救男孩》提出了“男孩危机”的

命题，使“男孩危机”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并引发了一场“到底是男孩需要拯救还是女孩需要拯救”的大讨

论。虽然著作《拯救男孩》中有许多观点仍然值得商榷，但是笔者赞同“男孩危机”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实质

是教育的危机，它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及自我教育。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在此探讨男

孩或女孩“危机”背后的家庭教育中性别意识的缺失。

1 家庭教育在儿童性别社会化中的奠基作用

1.1 概念的界定

生理性别（sex）是指两性在生理方面的差异，有时简称为性别。生理性别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是不可

改变的，表现为男女两性各自具有、不可互换的特征。

社会性别（gender）泛指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社会性别常常在社会制度（如文

化、资源分配、经济体制等）中以及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传递、巩固。社会性别是个体社会化的产物，

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是男女两性共有、可以互换的特征。

性别社会化（sex role socialization）是指人们将其所在社会的性别规范内化的过程。不论何种文化下，

对男性和女性都有不同的期待和要求，性别角色社会化就是我们学习自己所属文化规定的性别角色的过

程。性别角色社会化使男性认同男性的角色规定，表现出符合男性身份的行为；也使女性认同女性的角色

规定，表现出符合女性身份的行为。性别社会化是贯穿人的一生的性别认同过程。

1.2 家庭教育是儿童性别社会化的基础

家庭教育是儿童性别社会化的基础。家庭教育将家庭生活与教育活动交织在一起，在儿童性别社会

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儿童的性别社会化具有启蒙性、持久性、感染性和情感性等特征。

1）启蒙性和持久性。在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家庭是孩子获得生命的起源，是孩子生存的第一空间，

也是孩子生活的第一场所，因而家庭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且伴随终生的最具影响力的重要环境。家长对孩

子的教育是其它任何组织、任何外人不可替代的。人类文明史也提供了这样的启示：家庭教育对于每个人

来说，是最早且最易铭记的启蒙教育，所以是教育之源；同时，这又是最初深入骨髓的学前教育，所以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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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基础。

家庭教育对儿童行为习惯、品德、性格养成、价值观等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家庭教育的差异是造

成个体差异的首要、重要原因。父母往往对不同性别的孩子寄予不同的期待，并以不同的行为标准约束孩

子，对性别角色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同时，儿童个体的性别社会化是一个长期不间断的过程。个体从出生

到独立生活要经历教育场所和施教者的不断变更，需要面临不同观念的争锋与适应，而家庭教育不存在这

一问题。可以说，家庭是一所“不变的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终身教师”。家庭教育的这种天然连续性为儿

童性别社会化提供了重要保证。

2）染性与潜移默化性。一个人的情感，如喜、怒、哀、乐、爱、恨等体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影响别人产

生同样的或相反的情感，这就是情感的感染性。它像无声的语言，对人起着感动和感化的作用，是一种潜

移默化的力量。

有人说：“家庭是孩子的一面旗帜，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父母是对孩子影响最先、最深的人，是孩

子模仿最早、最多的形象。在孩子青春期以前，乃至高中以前，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重要。家庭教育不

像学校教育具有计划性和强迫性，但是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对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俗话说：“子女是父母的折光镜，父母的性别意识必然也会影响到孩子”。在孩子身上可以折射出父母

对儿童性别角色的不同期望、父母的性别角色图式和父母在婚姻关系中的性别角色。所以，家庭中儿童与

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以及婚姻关系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童的性别角色社会化。

3）灵活性和及时性。家庭教育不像学校教育有固定的教材、场所和时间，父母主要是通过生活过程或

与孩子的共同活动中有意无意地根据社会规范、价值标准、风俗和传统习惯去引导、要求儿童用社会所约

定的性别行为方式规范自己，逐渐形成与自己的性别相适应的行为习惯。因此，家庭教育的方式具有很大

的灵活性。

遗传因素只是为男女心理发展形成各自的性别角色提供了自然前提和潜在可能，而要把这种可能转

化为现实，必须通过社会文化的熏染和家庭教育的影响。在出生的那一刻起父母和社会就对不同性别的

孩子给予了不同的期待，也注定在日后的教养等方面会有不同的强化和榜样学习。因此，父母比任何人都

能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子女。他们可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孩子的言谈举止等实际表现，及

时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并且可以通过带有血缘伦理权威性的教育来引导孩子完成性别社会化过程。

2 家庭教育中性别意识的缺失

如前所述，虽然性别是由遗传决定的，但是性别角色却是从儿童时期开始受到成人影响、教育的结

果。因此，家庭教育中对孩子进行正确的性别角色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关系到孩子日后正常的社会

交往、恋爱、婚姻、家庭生活，还会影响其心理发展，最终帮助孩子养成健全人格。但是，现在家庭教育中性

别教育存在着一些误区和缺失，很容易造成孩子性别角色错位，最终伤害孩子。

2.1 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对不同性别的人会有不同的希望和期待，人们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这种

期待来选择职业、塑造性格、判断价值、设计行为。这是内化在人们头脑中的性别观念的一种外在表现。

这种依照自然性别对男女两性相对固定的、与真实情况并不完全一致的看法被学界称为“性别定型观念”，

或“性别刻板印象”。在性别期待中，性别刻板印象起着一种特殊的框架和模板的作用［1］。例如，人们通常

喜欢用“温柔、善解人意、体贴、胆小、母性、感性、被动”等词语来描述女性，对男性则通常用“勇敢、果断、独

立、进取”等词汇来描述。

一般说来，这种性别期待往往首先在家庭成员中发生。受传统文化影响，许多父母在孩子出生前就会

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偏好，希望出生的是男孩或女孩。一旦孩子出生，又会根据自己的性别刻板印象给他们

取适应不同性别的名字、买相应的衣服和玩具。在对孩子的期望值上，对男孩的期望明显比女孩高，希望

男孩将来能够闯荡天下，干出一番事业。而对女孩的要求即使是在当代也仅要求读完大学找个稳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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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嫁个好丈夫即可。

在家庭教育方面，基本上遵循了中国人的传统性别角色期待——“男主外，女主内”。从女孩一出生开

始，父母就按照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对女性进行教育。他们教育女孩说话要轻柔，要在家里学做家务，

买的玩具也多为各种娃娃，使女孩总是以温存柔弱的形象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如果有女孩象男孩一样淘

气的话，一定会遭到父母的训斥：“疯疯颠颠的，女孩子没个女孩子样”。“乖巧听话的女儿—温柔贤慧的妻

子—慈爱善良的母亲”成为女性人生不同时期的角色定位以及女性本人的角色期待。对于男孩的教育，父

权制社会权力结构要求“男儿志在四方”、“ 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孩们因此从小就被塑造成必须拥有主动、

刚强、豪迈、独立、自主、冒险等个性。他们被父母允许拆卸和组装家里的各种物件，买小汽车和手枪玩具，

允许他们晚上出门，甚至住在同学家。将来从事居于较高职位、拥有较高收入、以男性为主的“男性行业”

是对男性及男性本人的角色期待。

2.2 父教的缺位

“父教缺位”主要表现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有的父亲与孩子见面的时间虽多，但由于“男主外、女主

内”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或父亲为养家挣钱或为事业奋斗等传统观念的影响，父亲很少或根本不参与子

女教育［2］。

父爱与母爱在家庭教育中有着同等的作用，父爱给予孩子的坚强、刚毅、大度、宽容、幽默等心理影响，

是母爱不能替代的。众多研究表明，父亲在孩子发展的许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具有独特的价值。孙

晓云等人在《拯救男孩》一书中把父爱的独特作用概括为“孩子智力发展的特殊催化剂、帮助孩子形成积极

的个性品质和提高孩子的交往能力”。正因如此，教育孩子绝对不只是母亲的事情，父亲同样承担着巨大

的责任。养不教，父之过，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父亲绝不应该缺席。

事实却是，现代家庭教育中父亲已经严重缺席了。2010年父亲节前，有一项针对青少年的调查：在你

的成长过程中，谁承担了更多教育责任？调查中 46.9%的人选择了母亲，28.7%的人表示“父母均担”，

11.4%的人选择其他，仅有13.0%的人表示是父亲。北京妇联的一项调查，目前家庭负责孩子教育的，母亲

占70.2％，父亲仅占20％［3］。“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显示，中国的高中生选择倾诉烦恼的

对象时，父亲甚至比不上网友［4］。父亲在儿童成长中的缺位现象由此可见一斑。导致父教缺位的原因有很

多。调查显示，“生活压力大，男性忙于赚钱养家”排在第一位，69.2％的人选择此项；其次是“男性的职业压

力更大，无暇他顾”（50.9％）；40.1％的人认为是观念问题；31.8％的人认为是整个社会不重视男性教育
［5］。父教缺位的诸多因素背后主要还是基于男外女内的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男人应该在外打拼、赚钱养家，

理所当然地把养育孩子的责任推给女性。即使是双薪家庭，男性在家务上的参与程度有增高的趋势，但女

性仍然负责大部分的家务工作，而且男女在家庭角色分工上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家里日常用品的采购都

是妈妈在负责；而买车子、房子比较大件的都是爸爸在决定。

心理学家格塞尔曾指出：“失去父爱是人类感情发展的一种缺陷和不平衡。”父亲的行为模式、在家庭

里扮演的角色与功能、与孩子的交往方式与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在儿童的性别认同、性别角色认同、性别同

一性的形成与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6］。不管是“男孩危机”还是“女孩危机”，实质上折射

出来的是父教在家庭教育中的缺位。

2.3 家庭角色不完整

角色不完整的家庭不仅指由父母一方抚养孩子的单亲家庭，而且包括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隔代抚养

孩子的家庭。这些家庭中的孩子，在思想、学习、性格，甚至健康方面一定程度上都有别于完整家庭子女，

在性别角色社会化方面同样具有特殊性。

有些单亲家长出于自身的单方面的需求，把对子女性别的期望或者将自己的理想或要求不分性别的

转移到子女身上主观教育孩子，如男孩当女孩养，女孩当男孩养，造成孩子对自身性别认识的错位。同时，

由于缺少另一异性家长的平衡，孩子在其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往往缺乏完整形象的榜样，容易形成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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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角色的依恋。在角色完整的家庭中，孩子可以从父母身上获得关于男性和女性各自适宜的行为方式

和活动的性别角色知识。但是在单亲家庭中，由父、母、子所构成的三角形变成了直线形。家庭角色形态

缺乏平衡机制，由男、女、长、幼所构成的多重角色形态，在单亲家庭中变得只有长、幼形态，原本为父、母、

子三方分享的家庭之爱，演变为父亲或母亲一方与孩子一方的双向情感依赖。这种家庭机制的不平衡性、

感情投向的单一化，以及性别象征的缺乏很容易使孩子在性别的角色确认上出现困难和混淆，出现“男孩

女性化”或“女孩男性化”倾向。

在隔代抚养的家庭中，孩子的双亲因为工作忙碌等特殊原因，将孩子交给年迈的父母抚养，一般是白

天上班，晚上能和父母一起带孩子。更有甚者，将孩子托付给家乡的父母，这样每年也见不了几次面。隔

代抚养对父母时间精力的解放、老人的身心健康及孩子良好品质的形成虽然有一定优势，但是却不利于孩

子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实现，尤其是男孩。发展心理学认为，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获得了他（她）所生活的那个

社会认为适合于男子或女子的价值、动机、性格特征，融进个体的自我知觉和行为之中的过程就是儿童区

分性别定型化的过程，这是儿童适应社会、实现社会化的重要内容［7］。调查表明，隔代抚养孙辈的女性老人

在城乡分别高达71.95%和73.45%［7］，男性祖辈的角色弱化使孩子教育处于女性文化状态之中，同样会影响

孩子的角色定型。

3 家庭教育中的性别意识和性别公正

儿章时期是一个对人的性别角色形成起着关键作用的时期。帮助儿童形成正确的适当的性别角色认

同，对其今后一生的发展和对社会的适应都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儿童的第一任老师，父母要尽力帮助儿童

完成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过渡，这又要求父母在家庭教育中要有性别意识和性别公正，即性别平等、尊重差

异和自由选择。

3.1 父母共同教育

俗话说：“父亲是高山，母亲是大海”。正如新生命的形成是父母共同合作的结果一样，孩子的教育也

应该由父母双方共同合作才能十分理想地进行。这种合作，不应该是父母双方的替代，而应该是父母双方

的相互补充。父爱与母爱在家庭教育中有着同等的作用。父爱给予孩子的坚强、刚毅、大度、宽容、幽默等

心理影响，是母爱不能替代的。而母亲母职的天性——“母亲印刻”（动物或人有在刚出生时认母的现象，

叫“母亲印刻期”）和“母子感通”（是母亲与子女之间的一种天然感应）也是父亲不能替代的。母爱的细心、

体贴与关怀对孩子的行为习惯、价值观和个性养成都具有优势作用。

3.2 施教者要有性别意识

家庭中传统刻板的性别教育往往给不同性别的孩子贴上标签，要求男孩勇敢坚强，女孩温柔文静，这

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是强加于他们的社会期待，如童话中处于弱势的总是女孩，而男孩则总是扮演英

雄的角色，等等，这无疑压缩了孩子的发展空间。作为施教者，父母应减少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平等

对待男孩和女孩，尊重孩子的性别差异和自由选择。除了给孩子正确的性别认识外，更要让孩子认识到，

性别虽然是有差异的，但却没有好坏之分，它并不能决定一个人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其实，只要孩

子喜欢或愿意，让男孩玩玩娃娃，让女孩摸摸手枪又有何不可呢？男孩为什么就不能在伤心的时侯掉眼

泪，女孩又为什么不能打打闹闹呢？教育者不能让生理的差异束缚了孩子的成长，相反应该一视同仁地对

待孩子，既不过分保护女孩，也不过分压抑男孩情感的宣泄，既培养女孩的勇敢果断，又培养男孩的细致耐

心，在实践中不断寻找和创造“双性化教育”的时机，塑造孩子的完善人格。

3.3 要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性别意识

虽然孩子性别社会化过程更多地是在生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但是施教者完全可以有意识地培

养孩子自身的性别意识，这对他们今后走上社会与异性相处、组建家庭后正确定位自己的性别角色都大有

裨益。孩子的性别角色意识从 3岁以后就开始建立了，但真正形成性别角色意识是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

后。在小学阶段，孩子的注意力转移到学习社会知识和兴趣的培养上，这个阶段属于孩子性别意识的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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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所以，父母要从小就注意培养孩子的性别意识，使孩子顺利找到性别角色，从而快乐成长成材。

宋庆龄说过：“孩子们的性格和才能，归根结蒂是受到家庭、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影响最深。孩子长大

成人以后，社会成了锻炼他们的环境。学校对年轻人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一个人的身上留

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却是家庭”。因此，不管是男孩危机还是女孩危机，实质上都是家庭教育中性别意识

缺乏的表现，而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首先要从家庭做起。笔者相信，当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性别意识和性

别公正之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与和谐的社会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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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Family Education

Li Xi

（Schoo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The essence of“boy-crisis”or“girl-crisis”is educational crisis，and family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

tant role in gender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lack of gender awareness and gender

justice in family education is likely to cause children's gender role dislocation. Then it maintains that teachers

should decrease gender stereotypes or gender biases and cultivate children's gender consciousness consc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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