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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研究?

现阶段我国大学生学科选择性别取向分析

徐 平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

福建 厦门 #Β >!!Χ %

Δ摘 要 Ε 本文通过对我国 >! 个省份 Χ! 所高校 >! 个不同学科的问卷调查
,

对现阶段我国大

学生学科选择性别取向进行了分析
。

分析结果表明
,

大学生学科选择性别取向趋于减弱
,

男女 大学

生在
“

历 史学
” 、 “

农学
”

和
“

医学
”

学科的比例 差异已趋于平衡
,

但在
“

文学
” 、 “

理学
”

和
“

工学
”

学科的

比例差异依然存在
。

【关键词〕 社会性别 Φ 学科 Φ大学生

性别
,

简言之为男女两性之别
。

在英语中
,

有
“

性别
”

∃3/ Γ% 和
“

社会性别
”

∃: /∗ </
)
%之分

,

分别表示

男性和女性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
。

男女两性的生理性别
,

又称自然性别
。

始于个

体生命胚胎发育中雌
、

雄器官和组织的分化 ∃3/ Γ

<1,,/ ) / ∗ 41+ 41∋ ∗
%
。

这种分化大约从怀孕后的第七周

开始
,

女性的原始性腺开始向卵巢方向发育
,

男性的

原始性腺开始向皋丸方向发育
。

出生后
,

男女两性

在生殖系统
、

性荷尔蒙
、

性染色体
、

骨骼和肌肉等方

面都存在明显的生理差异
。

这些生理差异是形成人

性别特征的物质前提和基础
,

是影响个体
』

心理和社

会行为的主要因素
。

同时也是研究个体性别认同和

社会性别角色形成的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

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是相对应的概念
。

! 世

纪 ! 年代以来
,

社会性别在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

和机构中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和分析范畴
。

其

主要涵义是指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建构下形成的性

别特征和差异
,

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

解
,

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

体特征和行为方式
。

随着妇女运动的开展和女性主

义研究的深人
,

社会性别逐渐成为一个重要概念
。

在妇女研究和教育研究中社会性别既是一个独特的

研究领域
,

又是一种崭新的视角和方法
。

由于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着生理和心理差异
,

传

统社会性别观念将男女两性定位于不同领域
, “

女主

内
,

男主外
”

的社会角色理论
,

使社会对男女两性的

角色期待固定化
,

限制了男女两性生存和发展的空

间
。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
“

女性长于形象
、

语言思

维
,

男性长于逻辑
、

抽象思维
”

观念的影响
,

在学科选

择上男性多数选择学习理工
,

女性多数选择学习人

文
。

久而久之
,

逐渐形成社会上普遍认同的高等教

育中的
“

男性学科
”

和
“

女性学科
”

∃本文中的
“

男性学

科
”

和
“

女性学科
”

主要是指社会上普遍认同的认为

适合男性或者女性学习及男性和女性相对大量集中

的学科领域%
。

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
,

男性与女性在学科选择方面都存在很大差

异
。

女性从事自然科学
、

工程学和农学领域工作的

比例普遍偏低
。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Η> 年统

计数据显示
,

就读于自然科学专业的女性只占该专

业学生总数的 >Β 一 > Ι
,

而就读于教育专业的女性

却占该专业学生总数的 ϑ! 一 ∀> Ι
。

>Η ΗΧ 年联合国

第四次妇女大会提出了将社会性别观点纳人社会发

展领域主流
,

促进性别平等的发展战略
。

>! 年的时

间已经过去
,

现阶段我国大学生学科选择性别取向

发展如何
,

基于这点思考
,

本文对我国部分省份高校

大学生学科选择性别取向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

一
、

研究思路和方法

为了解现阶段我国大学生学科选择性别取向情

况
,

本课题对我国部分省份高校学生进行调查
。

调

Δ作者简介 Ε 徐平∃>Η ∀Χ 一 %
,

女
,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社会学研究
。

【甚金项 目〕全 国教育科学
“

十五
”

规划国家重点课题
“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缩小社会阶层高等教育差异的研究
”

∃Κ ΛΚΜ#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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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范围涉及陕西
、

福建
、

浙江
、

湖南
、

广东
、

广西
、

安

徽
、

山东
、

上海
、

内蒙古等 >! 个省
、

市
、

自治区的 Χ!

所高校
,

调查的高校类型包括部属重点高校∃Η 所%
、

公办普通本科院校 ∃> 所 %
、

公办高职院校 ∃>Β 所%
、

民办本科院校∃ 所%
、

民办高职院校 ∃Β 所 %
、

独立学

院∃Χ 所 %
。

涉及经济学
、

法学
、

教育学
、

文学
、

历史

学
、

理学
、

工学
、

农学
、

医学和管理学 >! 个学科
。

共

发放问卷 >ϑ Χ!! 份
,

回收问卷 > #Χ! 份
,

回收率

Χ Ι Φ有效问卷 ∗ ∀∀Χ 份
,

有效率 ΗΧ Ι
。

有效问卷

中男生是 Χ ∀ 人
,

女生 Β ! ∀ 人 ∃见表  %
。

衰 > 样本性别情况比较

性性 别别 人 数数 所占比例例

男男男 Χ ∀ 人人 ϑ
?

∀ΙΙΙ

女女女 Β ! ∀ 人人 Χ >
?

#ΙΙΙ

合合 计计 > > ∀ ΧΧΧΧ >加ΙΙΙ

二
、

结果分析

我们对有效问卷进行整理 ∃见表 %
,

并运用

=Ν == 统计软件包对此进行了卡方检验 ∃见表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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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 的检验结果显示 Ν/+ )3∋ ∗
卡方

、

对数似

然比卡方和线性相关的卡方 # 种方法的相伴概率都

为 !
?

!! !
,

小于通常给定值 !
?

!Χ
,

列联系数为!
?

ϑ >ϑ
,

否定了不相关假设
。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性别与学科

选择有很强的相关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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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学科选择比例分布



∃一 %大学生学科选择性别取向的总体分析

表 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我们调查的十

个学科中大学生在
“

工学
”

学科所占比例为最高
,

达

到 #!
?

>Ι Φ其次是
“

理学
”

学科
,

比例为 >
?

ΒΙ Φ第三

位是
“

管理学
”

学科
,

比例为 >Χ
?

Ι Φ 第四位是
“

文

学
”

学科
,

比例为 巧
?

Β Ι
。

大学生在
“

历史学
”

学科

和
“

农学
”

学科比例较低
,

仅占 >
?

Β Ι 和 !
?

Ι
。

女大

学生学科选择比例最高的是
“

文学
”

学科
,

第二位是
“

管理学
”

学科
,

第三位是
“

工学
”

学科
,

第四位是
“

理

学
”

学科
。

男大学生学科选择比例最高的是
“

工学
”

学科
,

第二位是
“

理学
”

学科
,

第三位是
“

管理学
”

学

科
,

第四位是
“

文学
”

学科
。

与男子相比较我国女大

学生学科选择范围已经扩大
,

学科选择已经不仅仅

集中在传统学科
“

文学
”

和
“

教育学
”

学科
,

更多的女

大学生进人以男子为主学科的
“

工学
”

和
“

理学
”

学

科
。

虽然 目前男女大学生在
“

工学
”

和
“

理学
”

学科比

例差异依然存在
,

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和

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的深人
,

这种差异一定会逐渐缩

]&
、。

《二 %大学生学科选择性别取向的具体分析

>
?

“

文学
”

和
“

工学
”

学科
。

受传统社会性别观念

的影响
,

我国女大学生学科专业选择往往偏向
“

文

学
”

学科
,

而男大学生学科选择往往偏向
“

工学
”

学

科
。

因此
,

男女大学生在这两学科 比例差异较大
。

如图 > 所示
,

在所有学科中
“

文学
”

和
“

工学
”

学科男

女大学生比例差异最大
。

女大学生在
“

文学
”

学科的

比例为 Χ
?

>Ι
,

而男大学生的比例为 Χ
?

∀ Ι
,

女大学

生比男大学生高出 >Η
?

ϑ 个百分点
。

在
“

工学
”

学科

女大学生 的比例为 >Χ
?

ϑ Ι
,

男大学生的 比例为

ϑ Χ
?

Β Ι
,

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低 #!
?

百分点
。

?

“

理学
”

和
“

管理学
”

学科
。

传统社会性别观念

一直认为
“

男生应该学习理工
,

女生应该学习人文
” 。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

这种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
。

女大学生开始进人以男性为

主的学科专业
。

表 显示在
“

理学
”

学科
,

女大学生

的比例已经达到 >Χ
?

! Ι
,

与男大学生相比较仅相差

∀
?

# 个百分点
。 “

管理学
”

学科是近几年在我国刚刚

兴起的学科
,

它的出现满足了很多学生对学科专业

选择的需要
。

如表 # 所示在
“

管理学
”

学科女大学生

的比例是 >Η
?

! Ι
,

男大学生的比例为 >
?

Χ Ι
,

女大

学生在这个学科的比例比男大学生高出 Β
?

Χ 个百分

点
。

#
?

“

经济学
” 、 “

教育学
”

和
“

法学
”

学科
。

由于女

性自身特点
,

传统社会性别观念一直认为女性适合

学习人文学科
,

因此女性在人文学科一直处于优势

地位
。

表 我们可以看到女大学生在
“

经济学
” 、 “

法

学
”

和
“

教育学
”

学科的比例依次为∀
?

ΧΙ
、

Χ
?

Β Ι 和

Β
?

Ι
,

男大学生在这三个学科的比例依次为ϑ
?

∀ Ι
、

#
?

Β Ι和 >
?

Χ Ι
。

女大学生在这三个学科的比例比

男大学生分别高出
?

个百分点
、 ?

! 个百分点和

ϑ
?

∀ 个百分点
。

现阶段这三个学科中
“

教育学
”

学科

男女大学生的比例差异较大
。

ϑ
?
“

历史
” 、 “

农学
”

和
“

医学
”

学科
。

表 显示男

女大学生在
“

历史
” 、 “

农学
”

和
“

医学
”

学科的比例较

低
。

女大学生在这三个学科的比例依次为
?

Ι
、

!
?

Ι 和 #
?

Ι
,

男大学生在这三个学科的比例依次

为 !
?

Η Ι
、

!
?

> Ι和 #
?

>Ι
。

男女大学生在
“

历史
” “

农

学
”

和
“

医学
”

学科比例差异较小
,

女大学生在这三个

学科仅比男子分别高出 >
?

# 百分点
、

!
?

> 个百分点

和 !
?

∀ 个百分点
。

三
、

几点结论

>
?

现阶段我国大学生学科专业选择性别取向趋

于减弱
,

男女大学生在
“

历史学
” 、 “

农学
”

和
“

医学
”

学科的比例差异已趋于平衡
,

但与其他学科比较
,

大

学生在
“

历史学
” 、 “

农学
”

和
“

医学
”

学科的比例较低
,

我们应该通过政策扶持等手段提高男女大学生在这

三门学科的比例
。

?

不可否认
,

现阶段男女大学生在
“

文学
” 、 “

理

学
”

和
“

工学
”

学科的比例差异依然存在
,

这种差异的

存在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
,

消除这种差异需要全

社会的努力
。

#
?

女大学生学科选择机会扩大
。

女大学生不仅

在
“

经济学
” 、“

法学
”

和
“

教育学
”

等传统学科占有较

高的比例
,

即使在新兴学科
“

管理学
”

学科的比例也

高于男大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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