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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美国女性学学科建设机制化过程经历了以机构建设、人才培养、课程建设三个相互促进的发展阶段。

这三者的结合使得美国女性学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中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美国女性学的发展过程既具有学

科内在的逻辑性与规律性, 也与特定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关联。这一认识对于我国女性学发展具有启发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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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学( w omen. s studies)作为一门独立的新

兴学科,源于 20世纪 60年代末的第二次女性解放

运动,是妇女运动在学术上的集中体现, 并在美国

高校最先出现, 迄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

美国女性学的诞生与机制化过程既是美国妇女运

动在学术界的渗透和延续, 也是学术界对女性主义

的吸纳、继承与发展。美国女性学学科机制化过程

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发展阶段, 即以机

构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推动课程建设和

以/机构设置 ) 人才培养 ) 课程建设0的互动推动
学科发展。本论文将探讨这一过程发生的路径、特

点及其对中国女性学学科发展的启示。

  一、以机构建设推动人才培养

  美国女性学研究机构的设置主要有院校和国

家两个层面。在人才培养方面以院校层面的组织

和机构为主,国家层面的组织则对女性学研究起着

重要的协调和信息沟通的作用,两者都为女性学科

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高校女性学系所、女性学中心的建立

  1960 年, 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院长由玛
丽#邦廷担任, 这是战后拉德克利夫学院的第一位

女院长。玛丽 # 邦廷曾任鲁特格斯大学道格拉斯

学院院长, 是一位科学家。她常常谴责不尊重女

性、忽视女性成就的社会现象和行为。为此, 她到

任后不久便在学院里成立了美国第一个由女学者

组成的女性研究中心 ) ) ) 邦廷研究所 [ 1]
。随着女性

主义运动的发展, 1970年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学

院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女性学系 ( Women. s Studies

Progr am ) ) ) 女性学项目)。该系首次开设了独立

的女性学专业, 设置了独立的女性学课程, 拥有独

立的一套教学班子、专门的课程设置和运行经费,

并建立了由 19人组成的女性研究委员会来管理这

一项目。女性学系的建立标志女性学作为实体进

入高校教学体系, 高校开始将女性学作为专门的研

究对象来进行教学和研究。随后, 美国高校如康奈

尔大学、马里兰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纷纷

建立起女性学研究机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在美国以高校为基础

的女性学(包括社会性别学)机构至少有 400 所左

右
[ 2]
。多数以女性学项目, 或女性研究中心或女性

学中心( Women. s Studies Center) ,或性别研究中
心命名; 有些高校则成立女性学系( Women. s Stud-

ies Department )。1995 年, 美国高校以女性学系

( department )冠名的大约有 20个, 许多女性学项目

随后转为系。因为/在大部分大学, 资源(特别是教

师名额)、奖励和报酬都是按-系. 划分的,提供资金

的机构只知道-系. 和-系. 所拥有的决策权, -系. 是

学科最合理的建制0 [ 3]
。

  高校女性学项目和女性学系是以教学为主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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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主要负责女性学课程设置, 并进行学位教育。

此外,许多高校还建立了女性学研究机构, 主要提

供教学以外的服务和活动, 如开展与女性相关的性

别、社会、文化课题研究, 并组织相关会议和讲座等

学术性工作。如斯坦福大学培养女性学专业人才

的项目叫/女性主义研究项目0,也建有女性与性别

研究机构,名为/米歇尔 R #克雷蒙性别研究所0, 是

美国著名的研究机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机分

校也设有女性学项目和女性研究中心; 亚利桑那大

学除了建立女性学系外, 还建有西南女性研究所等

等。表 1为美国若干著名大学的女性研究机构设置

的基本情况, 这些机构均成立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

代,机构均由少量核心成员与数十名相关学科的人

员构成,可提供本科及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教学服务。

  (二)全国性女性研究组织的建立
  除了在高校建立女性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外, 在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支持下, 美国还建立了一些全国

性的女性研究组织。1977 年 1月在旧金山成立了

全国女性学协会( T he N at ional Women. s Studies
Associat ion, 简称 NWSA) , 该组织由女性研究的团

体和学者组成, 其主要使命是: 支持并促进女性主

义的教学、研究、专业性发展及社区服务; 将学科、

多学科、跨学科、多元文化和全球视角与方法相结

合, 加强女性学学术研究和提高社会对女性学研究

的认识, 并增强与女性有关的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社

会批判性,并将这些认识运用于社会和政治实践活

动过程之中; 将学术知识和维护女性权益的政治行

动相结合,将学术转化为社会运动。通过出版学术

刊物、定期召开年会等形式, 发表女性主义理论教

学和行动相关的跨学科及多元文化女性主义学术

动态,为教师、学生、学者、行动家、社区和文化工作

者提供分享研究成果和研究策略的平台。

  此外, 1981年成立了女性研究全国委员会( Na-
t ional Council for Resear ch on Women, 简 称

NCRW) ;全国女性组织( Nat ional Organizat ion for

Women,简称 NOW) ; 全国有色人种女性研究所等

等。还有一些与女性研究相关的组织, 如女性政策

研究中心、发展中的女性权利协会( T he Associat ion

for Women. s Rights in Development ,简称 AWID)

等等。1991 年, 建立了国际性的女性学网络通讯

( WM ST-L) ,该网络论坛主要探讨女性学的教学、

研究以及项目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些全国性的女

性研究组织对女性学研究起到了协调、联络和信息

沟通的作用, 对女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起着积极的

推动作用。

表 1  美国部分著名大学以教学为主的女性学研究机构(按成立时间排序)

学  校 机构名称 成立时间 机构组成 教育层次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女性学系 1970 由 20 多名教员组成 本科、研究生

康奈尔大学 女性主义、性别和性态研究项目 1971 大约由 35 名核心教员和 55 名来自其他学科

专业的相关教员组成

本科

斯坦福大学 女性主义研究项目 1974 由来自该校不同学科领域的 70 多名教员组成 本科

马里兰大学 女性学系 1977 由 10 名核心教员和 80 多名来自其他系的项目

参与人员组成

本科、研究生

耶鲁大学 女性、性别和性态研究项目 1979 由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专业的 60 多

名教员组成

本科

杜克大学 女性主义研究项目 1983 由 6 名核心教员和 10 多名来自其他系所的相

关教员组成

本科、研究生

麻省理工学院 女性学项目 1984 参与女性学项目的有来自于该校不同领域的

40多名教员

本科

盖底茨堡学院 女性学项目 1987 有 24 名来自该校不同系科的教员组成 本科

  资料来源:根据各大学网站信息综合而成 ,截止 2008年 1月。

  二、以人才培养推动课程建设

  美国高校一般都开设有女性学课程。女性学

课程的存在形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学位课程 (专业

课程) ,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课程, 专业课程包括

主修和辅修; 二是非学位的课程, 如专业证书课程。

专业证书并不是一个学位, 而是证明在女性研究领

域修满了足够的学分,有资格以本科生或研究生的

水平结业。由于各大学的女性学教育形式不同, 因

此课程的具体设置也迥异。以马里兰大学女性学

系 ( University of M ary land, Department of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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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s Studies)为例,女性学课程建设情况介绍
如下:马里兰大学于 1977年始设立女性学系。该系

开设了大约 50门女性学本科生课程和 30门研究生

课程,不仅提供女性学的学士学位、博士学位课程

和证书项目,也促进了跨学科的女性学研究。女性

学课程及性别分析相关课程的开设,对该大学的课

程总量和课程的多样性产生了影响。目前该系有

10位核心教员和 80 多位来自其他科系的教学人

员,核心教员主要教授本系的必修课程; 其他教员

主要教授与女性学交叉的课程。这些教师大部分

拥有多个专业背景的学历, 充分体现了女性学跨学

科特征。

  (一)女性学本科生的课程设置
  以女性学为主修的本科生一般要求修满 39 个

学分。女性学主修课程结构由以下五个方面

组成
[ 4]
:

  1. 基础课程( 18学分)。包括5女性学导论: 女
性和社会6或5女性学导论: 女性、艺术与文化6、5女
性主义对知识的重新建构6、5女性主义教学法6、

5对工作场所的女性主义分析6、5女性主义理论6、
高级研讨课。

  2. 跨领域选修课程( 9学分)。学生须从以下
三个领域中各挑选一门课程( 3学分) : ( 1)艺术与文

学类。主要课程有: 5法国女作家的翻译表达6、5女
性影响下的世界文学6、5德国文学和社会中的女
性6、5美国非裔女电影导演6、5文学中关于女性的
女性主义观点6等; ( 2)历史视角类。主要课程有:

519世纪 80年代后的美国女性6、519 世纪 80 年代

前的美国女性6、518 世纪 50 年代至今的西欧女

性6、5古时期的女性6、5美国女运动家的历史: 机制

和问题6等; ( 3)社会和自然科学类。主要课程有:
5女性和自然科学6、5性别社会学6、5女性心理学6、
5美国女性在亚洲: 性别社会建构6、5家庭中的性别
问题6、5女性的法律地位6、5女性健康6等。

  3. 文化多样性课程( 6学分)。学生被要求选
修 2门至少 6个学分的有关文化多样性的课程。

  4. 发展性课程( 9学分)。侧重学生未来发展,
每个学生在老师指导下, 选修由至少三门课程或 9

个学分构成的课程作为重点学习。这些课程通常

从主修专业所要求学习的课程中选择, 也可在指导

老师的允许下从其他科系中选择。

  5. 选修课程(学分不限)。学生应从女性学专

业所列的全部课程中选择课程。学分总数可以根

据学生个人的学习计划而定, 以保证整个学程的学

分不少于 39个学分 [ 5]。

  除设置女性学的主修项目外,该系另为在学本

科生设有女性学专业证书的项目。获得女性学专

业证书必须修习 21个学分, 其具体要求是:必修5女

性学导论6(女性或社会女性学导论)、5女性、艺术
和文化6、5女性主义理论6、5高级研讨6这四门课

程。并从跨领域选修课程中选满 12个学分,其中在

上述每个类别中至少选一门课程, 并必须选一门文

化多样性课程。此外,该系和非裔美国人研究系的

黑人女性研究联合为学生开设了辅修专业。

  (二)女性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

  马里兰大学是美国有权招收女性学方向博士
学位研究生的著名大学之一。该系的博士学位项

目为学生提供了四个研究领域的课程: ( 1)种族和

种族化。这一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黑人女性研究,

种族和域外 (亚洲人、拉丁人和犹太人的) 研究。

( 2)艺术、文化和社会变迁。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

侧重点是考察全球和地方性的文化运动, 女性主

义、人权和公民权利运动。( 3)身体、性别和性态特

征。考察女性健康的政治性, 女同性恋和同性恋理

论, 男性研究和技术科学。( 4)性别劳动、家庭和社

区。学术研究侧重于女性在经济体制下的劳动角

色, 家庭结构和社区之关系 [ 4]。该系提供的研究生

层次的必修课程有:5女性学研究方法 Ñ6( 3 学分)、
5女性学研究方法 Ò 6( 3学分)、5女性主义教学论6

( 3学分)、5指导性教学6 ( 3学分) 、5女性主义理论
和女性运动: 派别6 ( 3 学分)、5女性学讨论会6 ( 1

学分)、5硕士论文研究考察6 ( 1- 6 学分)、5博士论
文研究考察6 ( 1- 8学分)。

  申请女性学博士学位项目的学生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已经取得学士学位的学生, 被要求修习至少

51个学分,包括学位论文研究的学分; 另一类是取

得硕士学位或取得女性学研究生证书的学生, 被要

求修习至少 21个学分, 包括学位论文研究学分。该

系还提供研究生证书项目。学生需要取得 18个学

分, 其中三门课( 9学分)是本系的必修课程。另外 9

个学分可选修其他系开设的课程, 但须经过女性学

系导师的认可。获得证书表明学生已经在女性学

中修满了足够的学分,可为学生进入马里兰大学的

其他研究生学位项目提供证明。

  三、以 / 机构设置 ) 人才培养 ) 课程建
设0的互动推动学科化发展

  在美国, 女性学这个跨学科的新兴学术领域作
为高等教育中一个新的增长点而建立起来,并以相

对独立的学科性质纳入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尽管

女性学从最初产生到现在的成熟发展, 始终都伴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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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学术界内外的一些争论和分歧:如对女性学学科

性质、女性学的存在价值、对女性学跨学科地位以

及研究对象的质疑和批评等等。但在现实中女性

学已经被纳入了高等学校的学科体系。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美国女性学研究机构、女性学人才培养、

女性学课程和女性学学科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以下

几个特征: 其一, 机构设置从依赖到独立。女性学

发展历程表现为从依托其他学科研究建立女性学

研究核心小组, 到建立一些独立的女性学系所、女

性学中心。机构是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平台, 对

女性学学科化发展起着组织保障; 其二, 人才培养

品种多样。不仅有本科、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培养

层次,也有主修、辅修形式, 还有文凭类和证书类等

不同类型女性学人才的培养。其三,课程发展多样

化。从最初在其他学科领域开设少量的女性学课

程,到现在全美女性学教学机构每年开设 3万多门,

包括主修、辅修、学位课程等
[ 6]
。其四, 学位点逐步

增加。从最初个别女性学机构设有学位点, 尤其是

本科学位点,到目前美国有 33个专门的女性学博士

点及 65个硕士点[ 7] , 有些高校还设置了女性学专业

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三种学历层次的培养体

系。这充分说明女性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迅速, 与

其他学科具有同等的地位, 有其存在的价值, 逐渐

得到主流学界的认可和尊重, 并随着人们对女性学

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发展成熟。

  四、对我国女性学学科建设的几点启示

  首先,美国女性学学科建设机制化过程受到女
权运动的推动, 并表现为一个自下而上地发展过

程。这既与美国学术体制的运作方式有着密切关

系,也与美国的政治体制、人们的价值观念有着内

在的一致性。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中国女性学

学科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一种推

动,在中国目前的学术体制和政治体制下, 这种自

上而下的推动有着十分合理的理由和必要性。

  其次,从机构设置来看, /社会性别( gender) 0一
词逐渐被用到女性学机构的名称之中, 一些女性学

系、中心纷纷改名为/性别学中心0或/女性与性别
学中心0等。这个变化说明了美国女性学的新发
展:既包括对女性的研究,也包括对男女性别、性态

的研究等。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角度的加深、研

究理论的发展, 表明女性/性别学正以一个独立的

学科姿态在美国教育体制中谋得一席之地。

  再次, 从人才培养来看,多层次、多样化的人才
培养适应了美国社会多元化的特征。从课程内容

来看,其课程内容绝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与社会

发展紧密相随的。美国女性学最初的课程内容主

要是针对美国社会、文化、政治体制结构所限定的

女性状况 (尤其是白人女性)来设置。随着美国国

内外形势的发展, 女性学更多地表现出女性研究学

者对性别、种族、族裔、阶级、性倾向等反映个人身

份认同的特征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说明美国女性学

对美国社会多元化特征的体现; 随着女性学在全球

范围的兴起和发展, 美国女性学逐渐把其他国家女

性生活和社会性别状况融入到教学内容中,突出了

女性学的跨国界的全球化特征。

  最后,美国女性学的发展过程既具有学科内在
的逻辑性与规律性, 也与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

景密切关联。我国女性学发展, 可以美国为借鉴,

遵循学科内在的逻辑性与规律性。机构设置、人才

培养、课程建设等都依赖于中国女性学学科化的前

景, 要得到长足发展, 其学科化追求特别是学科社

会合法化的努力更为重要也更迫切。其发展和需

求学科归属, 并取得学科和专业地位, 进而在高等

教育体系内获得建制是必然的取向。一个学科要

在大学获得建制, 要生存发展, 就必然诉诸于行政

性的学科设置,并且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作为一个三

级学科的行政合法性,而应该努力以二级学科的身

份存在, 成为事实上的一门/学科0,使机构设置、人
才培养、课程建设获得行政合法化地位。只有这

样, 中国女性学的发展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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