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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体育参与中的妇女与性别差异》对社会性别、妇女体育与性别问题、性别平等与差异
等问题进行科学的理论梳理，为体育&ldquo;性别和谐&rdquo;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作者以纵向和横向两条主线展开对妇女社会体育参与中性别平等与差异的研究，以社会性别关系的历
史演变为脉络，论述了传统社会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和社会转型时期三个时期妇女社会体育参与中存
在的性别差异与平等问题，系统而有独到见解。
以史为鉴，史论结合，汇总了历史的经验，深层次地思索了对今天两性体育和谐发展的启示，提出社
会体育参与中性别&ldquo;相对平等&rdquo;的存在，从而提出了构建社会体育参与中性别相对平等的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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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丽霞，1973年12月出生，山东省昌乐县人，教育学博士，现就职于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1993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体育系，1994～1997年在山东师范大学师从孔祥铸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训
练学，获得硕士学位，1997年获学士学位。
2004～2007在北京体育大学师从李树怡教授，专业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方向为社会体育，并获得博士
学位。
现主要从事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
参编的著作有：《大学体育教程》、《体育教育研究》、《体育课教法设计理论与方法》等；独立主
持的课题有“第十一届全运会对山东省体育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第十一届全运会对山东省群众
体育系统影响的生态学分析”；参与的课题有“和谐社会与我国国民健康满意度调查”、“龙舟与我
国民俗体育的流变”等，并发表核心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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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体育参与中的妇女与性别差异》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
计法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体育参与中的性别平等，应建立在对性别差异充分认识与尊重基
础上的平等，其核心内涵是参与权利和机会的平等。
社会体育参与的选择应服从于自由的目的，没有选择自由，“平等”便毫无意义。
2.男女两性群体接受教育与参与社会经济生活方面存在的差异状况、社会体育管理体制、政策和社会
主流性别文化，是促使社会体育参与中性别不平等与差异产生的重要社会因素。
3.在传统社会时期，妇女社会体育活动一直是在一种缝隙中发展，妇女社会体育活动参与处于一种显
性的边缘化状态，而且其产生更多的是由于国家或社会对广大妇女社会体育参与权利与机会的公开剥
夺与压制而造成的。
因此，传统社会时期社会体育活动参与中的性别差异是一种男性独尊的显性性别不平等。
4.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体育参与表现出一种在国家行政力量强制约束下维持着的浅层次的、非常态的
、表面的平等，这样一种由外部力量影响而造成的而非内生自发的“同质”现象，实际上决非真正意
义上的平等，而是一种否定和抹煞生理与个性差异的、实质上的性别不平等。
5.社会转型期社会体育参与中性别差距的存在，使男女两性不能平等地享受社会进步与体育发展带来
的“实惠”，男女两性在社会体育发展过程中的获益并不均等。
同时，由于其产生原因和表现的隐性化，使其常以一种不易觉察的，甚至是科学的、友好的形式存在
，因此当代社会体育参与中的性别差异是一种隐性的性别不平等。
6.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会自然而然的带来妇女社会体育的发展，社会体育发展并不完全等同于妇女社会
体育的发展，社会体育参与中性别平等的实现在于构建，外生性变迁与内生性变迁的有机结合成为构
建的最优路径选择。
在性别平等构建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激发社会中的积极力量，调动妇女群体
的主动性，积极构建先进的性别文化，推动经济、教育领域中性别平等，进而促使体育领域中社会性
别主流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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