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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关注当代中国性别政治与制度公正问题，以性别政治的制度公正为切入点，基于从制度视
角对当代中国性别政治进行观察与思考。
把性别政治的制度演化和变迁纳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的视野中进行分析，构建一个适合中国性别
政治的制度安排问题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即“制度一行动者”的分析框架。
对当代中国性别政治的正式制度公正进行考量，探讨当代中国性别政治的制度公正缺失，并从“制度
一行动者”的视角对当代中国性别政治的制度变迁动因、困境与可能出路进行反思。
提出未来中国实现两性平等参政，制度改革的大体方向与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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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家庭和学校中的性别角色教育　　家庭被认为是孩童自幼学习角色观念、形成角色取向、
模仿相应的角色行为的首要场所，是性别社会化的首要场所。
在传统社会的家庭中，因性别差异，对孩童的抚育手段也不一样。
对男孩的性别角色训练会更为严厉，同时也给其更多的自由，社会期待他要像个男子汉，克制自己的
情感，要求“男儿有泪不轻弹”，未来生活目标是要有进取心，要取得成就，要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
工作上，放在家庭以外的大事上。
对待女孩则进行更多限制性的保护，而没有男孩那么多的自由，期望她将主要精力放在生儿育女及家
务劳动方面。
这种对两性不同的性别角色塑造和期望，今天仍是两性在社会化过程中遵循的规范和准则。
儿童从一出生就因性别的不同而受到父母不同的对待。
这一点在东西方性别文化中似乎没有区别。
有西方学者指出，“不管父母们如何声称，甚至把他们自己看做以平等主义者的身份试图给他们的孩
子提供不同的社会经验和机会，但事实上孩子周围环境的每一个重要方面——衣着、卧室、玩具到较
小范围的书籍，都按照适当的性属社会化行为的文化期待所设计。
”家长在对待男童和女童的行为和态度上采用性别分化的方式、注入刻板的角色观念。
他们会以隐晦或各种明显的方式，交给他们的孩子对社会性属的认同，暗示女孩是被动、温柔的，而
男孩是独立和富于挑战性的，在对孩子的取名问题和玩具、服饰的选择、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上表现
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性别期待。
父母总在有意无意地引导孩子去做合乎其性别特征的事，或通过对孩子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责任
被赋予与否等方式，来传达这些信息给他们的孩子。
女孩子行为举止“不合规矩”要受到指责，男孩子的某些调皮捣蛋之举则被视为勇敢和有男子气概的
表现。
每个孩子在意识到自己的性别之后，会产生一种明确地归属于某一性别群体的性别认同感，自觉采取
一些符合社会期望的行为，进而竭力模仿周围那些与自己性别相同的人，学习像他们或她们那样行事
。
家庭中的同性年长者是孩子们最现成的模仿对象。
最初在家里模仿父母，进而去模仿家里其他男人和女人的行为，从而形成自己性别角色的心理与行为
基础。
因此，家庭中的早期刻版的性别角色教育，将直接影响子女对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认同和社会性别规
范的遵循。
“子女内化父母的价值导向并‘内化’自己和他人关于适当角色扮演的评价标准。
进入成年期时，能够遵守他人对他的角色期待，扮演他们已被确认的角色。
”②从而把自己塑造成为符合性别角色规范的男性或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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