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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女性主义教育学的价值
!

张家军$马漪莎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L""H#J%

摘C要!近年来$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掀起了一股女性主义研究的热潮$并因其独特

的视角与主张而不断向其他领域渗透' 女性主义教育学主张用女性的视角来审视#分析教育

问题$包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女性对教育的要求#理解#女性教育的途径等' 女性主义教育学

无论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有其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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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性别压迫的存在是不争

的事实!女性反抗压迫,争取话语权力的努力也从

未停息!它们如涓涓细流汇成江河!从星星点点到

轰轰烈烈!女性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就是不懈抗争

的硕果之一"

一"女性主义教育学的兴起背景

女性主义教育学的出现与女性主义的兴起密

不可分!是女性主义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和体现"

女性主义一词来源于拉丁文!意指妇女!后被用来

表示要求性别平等的一种观点!是西方一种影响

广泛,意义深远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是女性为

了争取自身解放,实现社会公平而进行的社会运

动" 从其历史脉络来看!女性主义及其教育学主

要经历了三次思潮"

第一次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出现在 #% 世纪

中叶到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 自由主义女权主

义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女性的自然权利,公平和民

主!核心问题是中产阶级妇女在政治,法律和就业

方面权利的延伸!所以它带有浓烈的自由的,个人

主义的色彩" 由于自由女权主义运动!#% 世纪西

方妇女!尤其是英国中产阶级妇女!在婚姻和财产

法,受教育权,就业机会,进入职业女性的渠道以

及参与政府部门和公共事务的工作等方面得到较

大改善" 女性主义从性别视角引入教育学!质疑

教育学中以男性经验生产的教育学知识内容所具

有的普遍性!认为现有的教育教学内容中反映被

压迫的女性的实践和经验严重不足!要求重新审

视女性经验!建立女性的主体性" 在质疑教育学

基本理论和知识框架的同时!这一时期自由主义

女权主义重视教育在纠正男女不平等状况中的作

用!其核心教育观点是*两性的均等机会+" 它强

调祛除存在于教育各个方面,妨碍女性发挥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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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障碍!要求对教育系统进行改革!希望以尽可能

小的破坏取得迅速的改变!使男女生都能得到均

等的教育机会"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对教育的关注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平等的机会,社会化和性别

刻板印象以及性别歧视"

第二次是激进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

义!出现在 !" 世纪 J" 年代末 $" 年代初" 激进的

女性主义主要有三大贡献'首先!她们提出了一个

重要的术语)))父权制!%_->,4-,718&作为分析妇

女受压迫的基本理论/其次!提出了*女性受压迫

的普遍性+假设/第三!明确提出了*培养女性意

识+的主张!即认识到男性统治的后果!妇女应该

接受一种符合自身的教育或再教育" 以上三点奠

定了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 社会主

义的女性主义者!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来探讨

女性受压迫以及与父权制关系/特别重视生产与

再生产理论和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内在关系!以

及性别,文化与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在社

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父权制

有其物质和历史的基础!强调阶级对性别的影响"

随着女性主义影响的日益扩大!女性主义教育学

凭借其独特的观察视角在西方教育领域独树一帜!

并形成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 她们将

教育视为促进社会进步和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试

图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体察教育问题!进而对西方

教育进行反思!唤起人们对教育民主化的关注"

第三次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出现在 !" 世纪

K" 年代末期" 女性主义基于自身理论和实践发

展的需要!吸纳了后现代主义的有益营养!发展成

了后现代女性主义" 后现代女性主义关注差异!

强调多元!反对权威性!致力于建构女性主义的话

语" 她们试图更详细地分析父权制在社会各个侧

面的表现" 与自由的和激进的女性主义常用的概

念不同!后现代女性主义用多元性,差异性等术语

来阐述社会关系!而不再用同一性和统一性" 她

们试图让学生在被压迫的学习环境中提高自己的

性别意识!呼吁人们发现教育中的性别盲点!并进

行教育改革"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女性主义派别繁多!其

研究涉及领域也较广!但她们关注的内容具有一

致性!即她们无一例外地都宣称自己是捍卫妇女

的利益!任务则主要是要消除社会中存在的性别

歧视,男女不平等以及压迫妇女等现象!彻底改变

妇女的从属地位!争取妇女的真正解放和自由全

面发展" 女性主义教育学主张用女性的视角来审

视,分析教育问题!包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女性

对教育的要求,理解,女性教育的途径等" 女性主

义教育学旨在以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性别分析的

方法!改变长期以来人类教育中忽视女性的现象!

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教育观念!促进男女两性平

等,和谐发展"

二"女性主义教育学的价值剖析

#一%女性主义教育学的本体论价值

本体!是当代西方哲学讨论的核心理念!也是

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的交叉点" 女性主义

哲学家露丝(伊丽格瑞曾言'*事实上一个人必

须质疑和困惑的是哲学话语!因为哲学为所有其

他人定下了法律!因为哲学构成了各种话语的话

语"+

-#.本体论在当代女性主义哲学中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女性主义哲学对于人

格,认同,身体和行为者等关键问题的回答" 对于

女性主义哲学家来说!本体的建构一定要关注人们

尤其是女性的体验!以这种体验为基础说明女性自

身时!要注意如何去关注女性的体验!特别是关注

传统上主要分配给女性的关怀责任和自我牺牲的

精神!关注社会如何影响女性对于自我的理解" 女

性主义哲学在对待自我的看法中!强调关系中的自

主性" 如吉利根曾经指出!*坚持联系!最主要的是

坚持与女性联系的声音!这样!长期以来在自主性,

自我和自由名义下证明是正确的心理分离就不再

作为人类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出现!而是作为人类

的问题出现"+

-!.这种对自我的认识突出了人与人

的现实关系!也突出了人的一种能力)))能够进行

自我选择以及能够计划自己的生活的能力!它强调

一种互为主体的自主!要求与人对话和交流!是女

性对个人主义自我认识的挑战"

总之!女性主义本体论认为!一个人如何想象

自我和他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是一个活

的有机体通过与能动的,变化着的现实之间的交

互作用而最终形成的" 与传统哲学本体论关注点

和伦理价值标准不同!女性主义对于自我的界定

和描述始终贯穿着追求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理

念!更多地弘扬由女性来体现的道德品质)))体

验,关系和关怀"

秉承女性主义的上述观念!在女性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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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看来!人人都享有天赋平等的权利" 所谓平等

主要是指机会的平等!在教育方面就体现为每一

个人从小学到大学都该享有良好的受教育的平等

机会" 由于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因此!女性主义者在争取女性解放的过程

中!非常注重教育问题"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女

性主义教育者关注的焦点是所有女性的教育问

题!诸如女童教育失败问题,女生学业不良问题,

课程教材中的性别问题,课堂上的压制团体与受

压制团体,教师的性别构成,他人和社会对女生的

刻板印象等等!其核心是学校教育及所有教育系

统中存在的性别差异问题"

对于上述教育问题!女性主义教育者主张!应

当关注差异!实行差异平等" 长期以来!对妇女解

放的理解更多的是从阶级解放的角度上去理解

的!未触及女性自觉的性别解放意识" 由于缺乏

这种深层次的文化,观念上的触动!一直以来所推

行的平等教育!主要是以男性为基准制定的*无

性别差异+的教育政策" 为了更好地促进女性的

解放与发展!就需要我们在制定教育政策以及教

育实施的过程中!正视男女间的差异!充分尊重女

性的品质与经验" 事实上!抹杀两性差异的绝对

的平等只能是将不同的个体束缚在一种统一的标

准和模式中!这种教育以形式上的平等遮蔽了渗

透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潜在的,深层的不平等!进而

也会使得追求绝对的平等成为不公平的根源"

#二%女性主义教育学的认识论价值

女性主义哲学家也试图建立起女性主义认识

论!思考性别在知识概念,认识主体,实践探讨以

及知识证明中的作用和影响" 女性主义把自己对

于认识论的讨论置于多元文化,全球化!以及种

族,性别差异的社会历史图景之中!在审视以往科

学的价值承载过程中!建构起颇具特色的女性主

义认识论"

女性主义认识论是指以女性主义为分析方法

所形成的关于认识的理论" 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也

用这个词来说明女性的体验,女性的知觉方式或

者女性的知识" 尽管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各不

相同!但却对传统的认识论提出了强烈的挑战"

传统的认识论着重研究知识的本质,认识者,证明

等问题!追求的是超越人群,阶级,种族,性别和历

史的客观真理" 而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人们以

往关于知识是客观的,没有主体性的观点是欠妥

当的!因为这种认识忽视了科学探讨的社会欲望,

价值和利益" 女性主义科学史家伊夫琳(凯勒发

现!在所谓的科学性,客观性的背后!实际上掩盖

着男性的统治地位" 甚而有研究者提出了一种观

点!认为*科学的k客观的 k男性的+

-&.

" 女性主

义者对这一对等关系进行了批评!认为如果不打

破这种对等关系!任由男性主宰群体的价值观占

据统治地位!就会在认识上限制和排斥边缘化人

群%包括女性&的观点!因而认识不可能是普遍

的,客观的" 女性主义者认为!传统的认识论是一

种*父权制+的,二元结构的认识论!它把认识分

为理性和情感!让男性代表前者!女性代表后者!

并且对前者赋予更高的价值"

沿袭女性主义的这种认识!女性主义教育者

认为!性别的压迫无所不在!从古至今!教育都是

有性别的" 性别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是一方

压制另一方!一方服从另一方的" 这种不平等可

以说从儿童时代就开始了!男孩和女孩的玩具,服

饰,行为方式都在自觉不自觉中接受着社会价值

观念的*规训+!使得女孩子从小就养成了服从,

文静,合作的气质!但是这种气质不是生理的而是

后天教育与学习的结果!而教育在其中扮演着非

常重要的角色" 在女性主义教育者看来!当下的

课程是以男性的标准来编制的!是把基于男性的

体验得出的知识当成人类的体验!因而形成*理

性和理性思考的霸权+!形成去情景化的知识!而

女性的经验则往往被忽视!导致了女性在教育中

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他们无法在课堂上找到自

我" 女性主义者强烈主张!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与

编排中必须重视女性的价值!关注女性的体验!关

注女性的生活世界"

#三%女性主义教育学的方法论价值

女性主义者在具体的方法上!其选择是相当

宽泛的!不同的学者有其不同的偏好" 有研究者

总结了女性主义社会科学研究大约有七种方法'

女性主义访谈研究,女性主义人种史,调查研究和

其他统计研究形式,女性主义实验研究,女性主义

跨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口述史,女性主义个案研

究"

-L.女性主义者认为应适当使用合适的方法!

只是不要过于重视其一而压制其余!并且应辅以

其他的方法来获得准确的事实和信息!同时可以

将几种方法结合使用" 实际上!女性主义研究者

乐于承认和采纳广泛的方法和技术!其中包括哪

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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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并不严谨!只是不那么僵化的方法和技术!并主

张应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当前!科学主义在教育领域盛行!导致了定量

研究长期统辖教育研究领域" 在女性主义教育者

看来!这种实证主义的教育研究方法确实揭示了

一些教育的客观规律!但是!以自然科学的态度来

对待教育!无疑是把教育活动等同于自然的物质现

象!把人的实践方式等同于自然现象进行研究!很

难揭示出教育现象的独特性和本质!也很难真正反

映教育的全貌和教育现象的多样性" 在进行教育

研究尤其是女性研究时!应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

相结合!使教育研究方法从对立走向统一与多元!

以多元的方法论去指导女性研究!这样有助于女性

研究的深入发展" 有研究者就认为!坚持女性主义

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也就是承认不存在什

么独特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因此最能代表女性主义

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特点的也许就是'视角压倒一

切"

-J.女性主义教育者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突出特点

就是强调*社会性别视角+%26)96,-)2.6&!主张从

*有性人+的角度来审视人类与社会"

-$.

女性主义主张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与开放性!

有助于避免对教育认识的片面性与盲目性!有助

于更好地认识男女性之间的性别差异!并在教育

教学过程中予以关注!以更好地促进女性的发展

与成长" 女性主义教育研究者通过研究发现!在

课堂教学过程中!男生回答问题似乎更自信,更主

动,更迅速!并且不关心答案!他们随意地回答问

题!并且边说边组织语句" 而女性在课堂上却不

急于回答问题!在答题之前!她们严谨地措辞!仔

细地思索和组织语句" 更多的时候!她们感到自

己的答案价值不大!讨论表现出犹豫" 对此!女性

主义教育者主张!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必须

为学生营造一个真诚,平等,自由表达,交流情感

的对话平台" 建立平等对话平台的目的是解构男

性的话语霸权!让女性有平等*发声+的机会" 对

于表现不好的学生!特别是性格比较内向的女生,

平时不爱发言以及学业成绩不是很好的学生要给

予帮助和鼓励" 这样!才能使课堂充满生气和激

情!使课堂教学活动成为教师和学生共同兴奋的

活动!让教师的教和学成为一种愉快的体验!学生

学习的兴趣也会被充分调动起来"

-$.而要真正做到

这一点!教师还要注意破除性别刻板,性别歧视等

现象!自觉进行自我检视!增加性别敏感度!避免使

用带有性别偏见的语言!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教学"

总之!女性主义教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女性!关注女性弱势群

体!消除性别歧视!促进男女学生更好地发展!促

进教育公平的实现!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参考文献'

)#* 5+,4.W+4*?6](-.F56](-.P+.4>47;) W**e+(>.69926*

!""#,#!K*

)!* 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

发展)W**肖巍$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肖巍*中国女性主义教育观及其实践)W**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H,HJ*

)L* 刘霓*女性主义社会科学而研究的方法与特点)'**

国外社会科学$#%%H!L",#HI!!*

)J* 吴小英*当知识遭遇性别+++女性主义方法论之争

)'**社会学研究$!""&!#"*&"IL"*

)$* 许艳丽$谭琳*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论,向男女不平等挑

战的方法论)'**浙江学刊$!"""!J"*$"I$&*

#责任编校!杨C睿%

=*/0(G)-&(%4I(."*"#/1(+)8%89

X[NDM'4-IG()! WN 4̂I;1-

%B(*(+/"# .,*12141($&G-4"+12$,! !$41#)(*18,29(/*21:! 3#$,7E2,7 L""H#J! 3#2,+&

5:#/')$/'

c4>1 >16,4;6+//6V4)4;VV+=6V6)>! >16,6;6-,71 +) /6V4)4;VT67+V6;-1+>>+_474) ,676)>86-,;! Z4>1 4>;()43(6

_6,;_67>4=6-)9 +_4)4+)! 4>1-;4)7,6-;4)2.8_6)6>,->69 4)>++>16,/46.9;4)7.(94)2_69-2+28*S6V4)4;>_69-2+28-9=+7->6;>166]I

-V4)->4+) -)9 -)-.8;4;+/69(7->4+)-._,+T.6V;/,+V/6V-.6_6,;_67>4=6;(71 -;_,+T.6V;4) 69(7->4+)! /6V-.6,63(4,6V6)>/+,69I

(7->4+)! ()96,;>-)94)2! >16Z-8/+,/6V-.669(7->4+) -)9 ;++)*S6V4)4;>_69-2+281-;4V_+,>-)>=-.(6Z16>16,4) +)>+.+28-)9

6_4;>6V+.+28+,4) V6>1+9+.+28*

;(9 <%'+#'

/6V4)4;V/ /6V4)4;>_69-2+28/ +)>+.+28/ 6_4;>6V+.+28/ V6>1+9+.+28

JJ#

第 & 期CCCCCCCCCCCCC张家军$马漪莎,论女性主义教育学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