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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对女性主义研究颇有成就的一批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女性学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在专业和课程建设方面更是硕果累累。
近些年来，已有近l0多本女性学导论类教材问世。
这些教材适应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课程，各有所长，各具特色。
手头的这本《新编女性学》便是一本由多个学校、多种学科、多名教师总结多年教学经验，吸收近年
来女性学研究的前沿成果，集以往女性学导论类教材的优长，在内容和体例上进一步创新，共同编写
的一本有新意、有创意的又一本导论类教材。
主编邀我为这本书作序，以我的学识和影响，实难担此重托，但作为一个圈子里的同行，真诚为她们
的新成果面世感到欣慰，也很高兴能先拜读这本新作。
既然读了，就将一点体会写在这里吧。
    这本教材的特点之一是贯穿全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众所周知，女性学自20世纪70年代由西方引进中国后，本土化一直是一个重的话题。
围绕女性学的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方面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在不同的教材和论著中，我们都能看
到不同的观点和对话。
中华女子学院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基础理论》，这应该是中国内地女性
学的第一本导论课教材，有人称之为妇女干部培训的红宝书。
后来，随着女性学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扩大，同行们又相继出版了《女性学》、《女性学导论》以及一
系列专业课教材。
几十年来，随着学科的发展和专业建设，在如何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同中国妇女问题研究结合起来这
一方面，同仁们做了不少努力。
其中始终如一的就是，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立场和原则。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妇女运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妇女
理论。
如何以这一理论研究和分析当今社会的妇女问题，本教材作了积极的探索。
    该教材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女性学学科特点比较全面且立场鲜明的介绍。
几乎每个中国内地的女性学学者都承认女性学跨学科性这一特点，但正如作者所说，能说明女性学有
哪些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特点，并非易事。
本教材在承认和接受女性学对不同学科的异质性内容整合、融合特点的同时，强调了女性学鲜明的批
判精神以及女性学致力于妇女解放，从学科角度解释妇女压迫现象，推动以平等的社会变革的目标。
在整本教材的章节铺排和内容设计上，也都十分清晰的表达出作者的这一立场。
    本教材的特点之三是对女性学学科整合、融合、批判、行动等特点的实践。
该教材的作者都是具有多年女性学教学经验的教师，同时也是女性主义研究和行动的积极参与者。
他们将社会性别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和框架，以“习得性别”为逻辑起点，注重个体的生活经验，展
开了身体、情感、健康、教育、职场等与个体发展相关的讨论；以“性别语言”为切人点，展开了两
性空间、大众传媒、公共政策、社会环境等社会制度与文化层面的性别观察。
所有涉及的内容都是教师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多年耕耘成果的展现，在阅读过程中，我自己也受益匪
浅。
    各章作者本身的教育背景和研究功底，特别是从事行动研究的经验和成果十分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
识视野，增加学生的信息量。
但也正由于这种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研究领域，该教材最大的难题不是教课书的整体性和内在的逻辑联
系，而是在教授该门课程的过程中对授课教师个人的挑战。
相信从事女性学教学和研究的同仁们一开始就有接受这个挑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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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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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职场中遭遇的性骚扰  五、实现职业与职场性别平等的对策第八讲　女性参政与领导力  一、女
性参政的基本概念与理念  二、女性参政环境的社会性别分析  三、对女性参政实践的社会性别分析  四
、关于女性参政的基本立场与态度  五、女性领导力的挖掘与提升  六、为参政女性增权第九讲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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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女性领导力建设，提高女性的参政能力。
女性参政能力的建设是保证女性参政的重要前提。
教育和培训是改善女性参与决策状况，帮助女性进入较高权力层面的有效方式。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专门开展了针对领导人的性别培训，提高他们的领导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墨西哥发起了针对地方和全国各级女公务员的培训；新加坡和意大利开展了针对行政官员的性别
观点培训；乌拉圭和智利制定了女性社区领导人培训方案；圭亚那成立了女性领导研究所；伊朗举办
了鼓励女性参加选举和其他政治活动的培训；喀麦隆、科特迪瓦和几内亚在竞选期间进行了女候选人
培训；芬兰开设了土著女性教育项目，以增进其参与决策。
③　　一些国家在大学开设了提高女性领导能力的课程。
例如，英国北爱尔兰的尤斯塔人民学院开设了一系列提高女性领导能力的课程，内容包括领导风格、
女性领导的参政障碍、角色模拟、公共演讲和在媒体中的形象等。
　　此外，许多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为提高女性参政能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培训。
例如，美国和立陶宛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建立了“女性企业领导人营地”，培养青年女性的领导能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越南提高妇女地位全国委员会合作，开展了题为“执行提高女性地位全国行动
计划能力建设”项目，培训内容包括竞选活动、表达技能以及拟定行动建议等。
　　根据对一些国家成功经验的研究，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建立联盟，即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民间社团
、私营部门之间建立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在女性参与决策的各个层面共同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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