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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理解的高校女性学教育，一是包括女性学基本原理教育、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教育、性别平等教育
以及社会性别意识渗透到各专业教学与教材改革。
二是女性学学科建设，包括女性学学理建设，即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理论体系建构；女性学学科建
制，即专业设置。
我们开展女性学教育的目的旨在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树立科学的性别意识，有良
好的基本素质和道德基础，而不是大学生都去学女性学的基本原理，更不是都去学女性学专业。
我们认为；在所有高校（包括普通高校和农、林、医、军、航天、地质、科技等高校）开展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教育与社会性别意识教育；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专业将性别意识渗透到专业教学与教材
改革中；在社会工作等相关文科专业开设女性学基本原理课程，这就是我们理解和倡导的高校女性学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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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女性学教育研究　　我国高校女性学学科建设　　本文探讨三个问题：一是近二十余年我国
女性研究发展路径，二是高校女性研究教学与课程建设，三是女性学学科建设的本土经验。
近二十年我国女性研究发展路径　　我国的女性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得到了长足发展。
l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又为我国女性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梳理近二十年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去考察：　　首先，从学科的角度来考察。
近二十年，我国的女性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女性研究侧重在既有学科内进行。
诸如在心理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传统学科领域，相继出现了以研究女性特质特征为出发点的
分支研究，并产生了女性心理学、妇女史学、女性文学与女性批评、女性教育学等分支学科。
随着研究的推进，我们认识到女性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综合交叉的新兴领域，许多女性的生存发展问题
，很难在某一个既有学科内得到完满解答，需要跨学科的研究与探索。
于是，20世纪90年代初，女性研究比较关注在若干既有学科中进行融合和交叉，譬如对“社会转型与
妇女”、“女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等问题的研究就是若干相关学科的女性研究者共同承担的。
由此，女性研究进入了跨学科的发展阶段。
90年代后期，在既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女性研究进入了以建立独立的女性学学科的发展阶
段。
学界比较多地开始探讨女性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依据，学科的研究对象、范畴、方法，以及知
识系统和理论体系等问题。
当然，这种描述只是有助于我们了解女性研究的一种线型的发展进程。
其实，女性研究在这三个领域——既有学科、跨学科和独立的女性学学科的研究是紧密相连、互为依
托、相互补充的，只是在某一时间段某领域的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进展比较突出而已。
　　其次，从研究对象的定位来考察。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女性研究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历了从“运动”、“问题”到“人
”的转变。
我国的女性研究与妇女运动相伴而生，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女性研究的焦点是“妇女运动
”。
80年代以后，女性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女性问题”，即女性的发展与事实上的男女平等问题。
90年代后期，学界普遍认为，应从“人”的角度、即作为人的一半来研究女性问题，女性学研究的对
象是“女人”——“自觉的实践活动着的女人”的见解，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
当然，“运动”、“问题”和“人”，都在女性研究视野之内，但从人的角度切人揭示女性作为人的
本质属性和有别于男性的自身特征，显然是女性研究和女性学学科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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