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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调查与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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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贝姆性别量表(BSRI)，对浙江省745 名大学生的性别角色分化情况进行调查，结果：(1)大学生性别

角色各类型的分布有显著性差异，双性化的比例为75.5%，显著高于未分化、男性化和女性化。(2)男生性别角色类型

在专业上有显著差异，女生无显著差异。(3)男女生的性别角色差异随年龄的变化而显著变化，女生更加男性化，朝向

双性化发展；男生继续向男性化发展。基于此，应开展面向大学生的双性化教育，大学生应接受抗压训练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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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urveys 745 "post-90s" college students of Zhejiang Province with Bem Sex Scale (BSRI),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gender roles type, the androgyny rates, which occupies 75.5%,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three types of gender roles.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ajors male gender role types, while

females not. (3) The gender roles significantly changed with the ages, female's gender role being more masculine and has a tend to-

ward androgyny, while male not. On the basis of the results, androgyny education and anti-pressure train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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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性别角色是社会学的概念，它是指个体依性别不

同而表现出差异性的行为、思维模式。随着社会文化

和男女两性社会分工的变化，性别角色的行为模式不

断地演变。性别角色的划分根据既不是生理性别也不

是性取向，而是从人格气质进行划分。从心理学的角

度来说，人的性别角色分为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

和未分化四类。双性化人格又称为两性化人格或者心

理双性化，是男女双性化在心理学层面上的表现。双

性化是指个体既具有明显的女性人格特征，如细致，

又兼有男性的坚韧、果断等性格特征，能够根据情况

需要做出不同且恰当的表现[1]。还有许多有关双性化

和其它健康变量的关系研究，如Kim的研究表明：

与其它的性别类型相比，双性化者的多项自我概念

（学业、情感、能力、家庭、身体、社会）得分较

高 [2]，与许多健康行为 [3]有显著相关，较少酗酒 [4]、

吸烟[5]，面对压力有更好的应对方式[6]和具有更强的

社会能力[7]。

影响大学生性别角色的因素有很多，如家庭因

素、学校集体活动和教师及同伴交往因素、社会文

化的因素。以往研究发现家庭所在地是城市的学生

双性化比例要比农村的高。家长的教养态度、教养

方式及父母亲职业、文化程度和个性特点也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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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双性化的发展。其中，民主性的教养方式，对

孩子严慈兼具的教养态度更利于双性化的形成。异

性伙伴的交往、教师的鼓励、集体活动的参与、社

会文化环境等都对双性化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当前的大学校园里，“90后”大学生已成为主力

军，他们的性别角色分化状况直接反映了时代和社

会发展、家庭教育、社会文化等的烙印和痕迹。关

树文对蒙汉大学生跨文化研究发现：双性化人格占

研究样本的 25%，女大学生中双性化人格占 22%，

并且存在显著的民族差异（汉族大学生双性化人格

仅占 13%） [8]。袁立新、卢声达以 355 名大学生为

样本发现双性化人格占 29% [9]，王红瑞在对 166 名

师范院校大学生的调查中显示，双性化仅占

4.82%，未分化的占 67.47% [10]。以上结论皆从以

“80 后”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的研究中得出，随着

“90后”大学生不可阻挡地涌入大学校园，他们身

上的性别角色发展出现了什么样的趋势和特点？哪

些因素会对大学生的性别角色发展产生影响？应该

如何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

课题。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温州市3 所高校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

象。共发放问卷 850 份，回收 802 份，有效问卷

745 份。其中，男生 366 人（49.1%），女生 379 人

（50.9%）；文史专业 283 名 （38.0%），理工专业

462 名（62%）；17~18 岁 52 人，19~20 岁 396 人，

21~22 岁为285 人。

（二）测量工具

采用贝姆性别角色量表（BSRI），此量表是一

套被试自我陈述是否具有社会期望的男性化或女性

化性格特征来评价其男性化和女性化程度的测量工

具。该量表由 60 个描述性格特征的形容词和短语

组成，包括男性分量表、女性分量表和中性干扰量

表各20 项。采用7 点计分法，以4 分为界，若男性

化项目得分大于4 分就是男性化；若女性化项目得

分高于4 分就是女性化；若男性化，女性化项目得

分都高于 4 分就属于双性化类型：两个都低于 4 分

就是未分化。本研究中量表的克伦巴赫系数为

0.886。

（三）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

三、研究结果

（一）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的总体分布情况及

性别角色的性别差异

四种性别角色类型分布男女生无显著差异（χ
2=8.000，p=0.333）。但男生内部角色类型差异显著

（χ2=507.945，p<0.001）。男生中双性化程度较高，

显著高于另外三种类型，另外三种类型无显著差

异。女生内部角色类型差异显著（χ2=525.792，p<
0.01）。女生中的双性化程度也显著高于另外三种类

型，女性化程度显著高于男性化和未分化类型。关

于未分化的程度，男性显著高于女生 （χ2=8.533，
p=0.003），女生的女性化程度显著高于男生 （χ2=
9.152，p=0.002），男女生的男性化程度和双性化程

度无显著差别（见表1）。

注：**表示p<0.01。

（二）性别角色的学科差异

如表 2所示，男生的 4 种性别角色类型在学科

上有显著差异（χ2=9.556，p=0.023），女生无显著

差异。

注：*表示p<0.05

（三）性别角色的年龄差异

17~18岁的男女生的性别角色差异不显著（χ2=
1.717，p=0.424），19~20岁的男女生的差异也不显

著，21~22 岁的男女生性别角色差异显著 （χ2=
16.209，p=0.001）。说明男女生的性别角色差异随

年龄的变化有显著变化。详见表3。

表1 性别角色类型的总体分布情况以及性别差异

性别

男生

%

女生

%

合计

%

未分化

23

77.7

7

22.3

30

4.0

女性化

37

35.2

68

64.8

105

14.2

男性化

28

58.3

20

41.7

48

6.4

双性化

278

49.5

284

50.5

562

75.4

合计

366

49.1

379

50.9

745

100

χ2

8.000

18.862**

p

0.333

0.000

性别

男

（366）
女

（379）

学科

类型
文史(194)
理工(166)
文史(276)
理工(90)

双性化

140
134
203
71

男性化

13
15
13
6

女性化

27
8

53
13

未分化

14
9
7
0

χ2

9.556*

3.894

p
0.023
0.273

表2 性别角色的学科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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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中可以看到，女生的双性化比例从

64.5% —71.4% —82.7% ，男生的双性化比例从

81% —77.2% —73.3% ， 女 生 的 女 性 化 比 例 从

29.0% —17.7% —14.4% ，男生的男性化比例从

4.8% —6.2% —10.3% ，男性化分数 4.61—4.72—
4.75。年龄不同的三组男性化的得分为 4.59—
4.60—4.64，逐渐增加。说明随着年龄的发展，女

生会更加男性化一些，朝向双性化发展；男生会继

续向男性化发展。

（四）性别角色的地域差异

温州、宁波、金华三个地域的男女生的性别角

色差异显著，见表4。

注：**表示p<0.05。

从表 4可知，温州、宁波的男生未分化的比例

高于女生，金华的男生双性化的比例高于女生。

四、讨 论

（一）大学生性别角色分化类型分布

研究表明“90”后大学生4 种性别角色类型的

分布为未分化 4.0%，女性化 14.2%，男性化 6.4%，

双性化 75.4%。双性化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三种性

别角色类型。这与以前研究所得到的比例有较大不

同。在此，可以深入讨论一下。第一，女性的双性

化是社会发展趋势。智慧的女生会根据自己所处的

环境来表露与场合最一致的性格特征，在生活中表

现柔情、细腻，在工作与学习中严厉。在这样一个

生活节奏加快，激烈竞争的信息社会里，传统的角

色差界定会很难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社会中

的很多规则由男性制定，权利大多被男性控制，女

性需要不断的学习男性性格上的优势才能具有更强

的竞争力，女性的双性化是女性逐渐向“完人”转

变[11]。男生的双性化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现在，男

生不仅要刚强勇敢，更要温柔细腻、善于表达思想

和善解人意，这样会受到更多人的欣赏与关注。特

别是在浙江省内，浙江省是沿海发达城市，经济的

领先对当地的男女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莫大

挑战。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不仅要发挥自己的

“性别”优势，更要克服性格上的不足，这就需要

主动向异性学习，促进人格不断完善，适应社会的

发展。

（二）大学生性别角色分化的性别差异

随着年龄的发展，女生会更加男性化一些，朝

向双性化发展；男生会继续向男性化发展。从 17
岁到 24 岁，女生从大一到大四，随着年龄的增加

预示着毕业的临近与就业压力的增加。然而，随着

在校大学生中女生群体人数的迅速增长及一些用人

单位招聘时存在的性别偏见，这使得女大学生的就

业心理压力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据统计，性别在

当今的就业市场上已成为仅次于户口的第二条件。

据《中国妇女报》调查，有 80%的女大学生中对

“目前就业”不满意。因为女性不得不面对生育问

题，所以某些就业单位更欢迎男性。严峻的就业形

势使女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压力日益俱增，从而导致

了女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压力高于男大学生。

从大学生性别角色分化的性别差异来看，一方

表4 男女生性别角色差异随地域而变化

地区

温州

(150)
宁波

(95)
绍兴

(66)
嘉兴

(40)
金华

(47)

性别

男(78)
女(72)
男(36)
女(59)
男(31)
女(35)
男(21)
女(19)
男(21)
女(26)

双性

化/%
70.6
76.4
77.8
72.9
67.7
85.7
66.7
73.7
81.0
57.7

男性

化/%
6.4
1.4
0

5.1
12.9
2.9
14.3
10.5
14.3
7.7

女性

化/%
11.5
19.4
11.2
22.0
12.9
11.4
9.5
10.5
4.7
34.6

未分

化/%
11.5
2.8
11.2

0
6.5
0

9.5
5.3
0
0

χ2

7.981*

9.948*

5.165
1.109
6.264*

p
0.046
0.019
0.160
0.775
0.044

表3 男女生性别角色差异的年龄比较

年龄

17-18
(52)

19-20
(396)
21-22
(285)

性别

男(21)
女(31)
男(193)
女(203)
男(146)
女(139)

双性化/%
81.0
64.5
77.2
71.4
73.3
82.7

男性化/%
4.8
6.5
6.2
7.4
10.3
2.9

女性化/%
14.2
29.0
9.8
17.7
10.3
14.4

未分化/%
0
0

6.8
3.5
6.1
0

得分（男性化/女
性化）

4.61/5.08
4.58/4.99
4.72/4.80
4.50/4.80
4.75/4.80
4.66/4.97

总分

4.59/5.03
4.60/4.80
4.64/4.85

χ2

1.717
7.194

16.209**

p
0.424
0.066
0.001

注：**表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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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女大学生在就业的过程中存在着就业歧视和刻

板效应，另一方面，女大学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

识女性，对职业有自己的期待，然而社会现实不可

避免与理想相矛盾。对于大学生来说，无论男女，

当就业期待与就业现实之间的矛盾出现时，就业心

理压力逐渐增加。这时，传统的女性可能就会选择

逃避，但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必须迎难而上，克服

这些困难。所以，更需要男性的坚强与勇敢来支撑

自己。这会使女生朝向男性化发展，同时男生也会

比以前更加的坚毅与奋斗。

（三）大学生性别角色分布的地区差异

研究发现温州、宁波的男生相比于绍兴、嘉兴

未分化的比例显著高于女生。这一现象需要深入探

讨，提出假设与温州、宁波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这些地区男生大多为独生子，家中经济条件较优

越，较多事情不用自己解决，反而没有发展出典型

的人格气质。

五、结论及教育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程序，得出结论：①“90”后大

学生的性别角色类型分布为：未分化4.0%，女性化

14.2%，男性化 6.4%，双性化 75.4%，双性化的比

例显著高于其他三种性别角色类型，这与社会发展

趋势有较大的关系。② 随着年龄的发展，女生的男

性化比率更高，并朝双性化发展；男生继续朝男性

化发展。③ 要采取双性化的教育模式，可以适当给

予一些压力，如生存的压力，积极参加生存体验的

活动，以培养大学生坚强果断、温柔细腻的品质。

基于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教育建议：

第一，双性化教育从幼儿教育开始。相比于以

前，现代社会对幼儿的教育日渐重视，但是大多数

家庭和幼儿园对孩子的教育都是采用单性化性别角

色教育的模式。指的是在性别角色教育过程中，教

育者持有传统的性别角色期望，希望将孩子培养成

典型的男性或女性。现在应转换成双性化的教育模

式。双性化教育最初起源美国，它并不是否认性别

差异，反而是在认同两性差异的基础上，提倡男性

女性应以能否适应环境作为采取某种行为方式的出

发点，而不是事事只从性别的角度考虑。即在认同

自身性别的同时也学习并兼具异性身上的优秀特

质，从而能更好地适应迅速多变的社会，使人格日

趋完美[12]。比如，在孩子的幼儿时期，不一定给男

孩子买汽车或手枪，女孩子则为洋娃娃。在小学阶

段，可以让男孩子适当学习一些舞蹈，既可以培养

孩子的手脚协调能力，又可以学习与异性相处的能

力。教育者不能给孩子性别角色的发展潜移默化地

套上枷锁。

第二，家庭教育要重视双性化引导。在家庭

中，父母应发挥自身的榜样作用，母亲可以拥有一

份自豪的事业，父亲应会烧一手好菜。鉴于适当的

压力可以促进女生向双性化发展，男生向男性化发

展，所以应适当给予一些压力，比如生存的压力，

中小学生可以参加一些生存体验活动，培养坚强果

断、温柔细腻的优秀品质。“90后”大学生大多是

独生子女，缺乏与同年龄段孩子的沟通交流，在协

作共事或者是集体活动中缺乏尊重谦让，以自我为

中心的意识较强。加之父母对子女的高期望与对学

业上的高要求，在教育方式上过多地放任、溺爱和

包办，使独生子女的依赖性逐渐增强、独立性丧

失，以至于缺乏很强的自理能力。这些均对大学生

性别角色的教育产生消极的影响[13]。同时，考虑到

女生相对受父母的宠爱，经历的挫折较少，会对压

力产生过大的反应，应从小开始参加一些耐压训

练。不仅仅包括身体上的，更多的应该是磨练坚毅

的性格。

第三，区分家庭经济状况开展差异化性别教

育。温州、宁波的男生未分化比例高于女生，在这

两个地区的独生子较多，家长十分宠爱，自立能力

相对较差，所以提倡男孩子可遵循“穷养”的教育

模式。这样可以培养男生自立、坚强的品质，同时

兼顾培养温柔细腻、善于表达和善解人意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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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作出恰当的调整。既要对其加以特殊照顾，同时

也要注意严格管理，纪律严明。在入学教育中，就

要让学生明确各项校纪校规。当学生违反纪律时，

要本着公平公正、一视同仁的原则加以惩处，不能

以少数民族为由予以姑息纵容。此外，学校应尽力

克服地域遥远、语言不通的障碍，加强与学生家长

的联系沟通，发现问题要及时通报，共同探讨解决

方法，不能报喜不报忧。温州高校招收新疆少数民

族大学生才几年时间，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合

理的教育管理模式，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肩负着未来发展本民族社

会经济、文化的历史重任。温州高校的教育工作者

应积极关注这一群体，加强教育和引导，为少数民

族地区培养合格人才，在构建和谐的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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