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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女子学院的挑战与应对

———特色发展与团结合作

范素华

（山东女子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３００）

　　摘　要：全球化背景下女子学院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应对策略应是在坚守传统优势的同时，不断创新，跨越

突破。山东女子学院在６０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一些值得推广的经验，主要有三条：强化女性教育特色，不断提升

办学质量；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学校与社会共进步；拓展团结合作渠道，开放办学获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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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球化背景下女子学院的挑战与应对
２０１５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

提出“让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

机会”“为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加速行

动”［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要“共建共享

一个对所有妇女、对所有人更加美好的世界！”这

些对世界女性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女子

院校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尽管世界女性事业取得巨大成绩，但是仍然

面临很多挑战。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上

指出，各国各地区妇女发展水平仍然不平衡，男

女权利、机会、资源分配仍然不平等，社会对妇女

潜能、才干、贡献的认识仍然不充分；现在全球８
亿贫困人口中，一半以上是妇女；每当战乱和疫

病来袭，妇女往往首当其冲。究其原因，主要在

于历史形成的男女不平等的陈规陋习尚未完全

消除，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还有待优化，妇女在

文化教育、经济参与、决策管理、社会保障、法律

保护等方面的参与水平还要进一步提高。一定

意义上，这些问题的存在正是女子院校存在的价

值，同时赋予了其重要的时代使命与历史责任。

在我国，女性教育仍然处于不利地位。据

２０１４年教育统计显示，正在接受学前教育的学生
中女性占４６．３２％，初等教育女性占４６．５３％，中
等教育女性占４７．３５％，高等教育中普通本、专科
女性占５２．１２％，硕士女性占５１．６５％，博士女性

占３６．９３％［２］。可见，在教育系统的低端和高端，

女性仍然处于劣势，也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从就

业来看，我国女性就业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从

业女性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４７．３％。另外，女子
院校间合作交流的渠道还不够通畅，领域也不够

广泛；女子院校的社会地位和存在的价值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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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充分的认知和广泛的认可，等等。女子院校

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面对挑战并顺势而上，

承担起神圣的历史使命，是女子院校应当深入思

考的课题。笔者认为，应对策略应是在坚守传统

优势的同时，不断创新，跨越突破。作为少数派

的女子院校既要有历史的坚守又要不断开拓创

新，以特色促发展；既要立足当地，服务经济社会

和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又要有全球视野，服务全

人类的发展；既要各显神通，各具特色，更要加强

团结交流，合作共赢，在世界高等教育中联手发

出女子院校的时代强音。

二、强化女性教育特色，不断提升办学质量

作为女子院校，培养什么样的女性人才，是

学校首先要明确的办学理念。建校初期，针对中

国女性承袭陈规陋习太多、自我束缚太重问题，

山东女子学院（当时名为山东省妇女干部学校）

着重培养具有“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四自”

精神和具有社会性别意识与社会担当意识的妇

女干部，从而促进妇女发展和妇女事业的进步。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学校将高等教育的一般

规律与女性教育的特殊要求相结合，不但要培养

“四自”精神和具有社会性别意识与社会担当意

识的女性领导者，而且重点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

实践能力、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女

性人才，形成专业素质培养与现代女性素质塑造

并行的女性人才培养特色。

重视学生真善美的品德教育。女大学生是

未来的母亲，她们的品质直接决定了未来家庭与

社会的品质，因此，培养女大学生真善美的品质

是我们坚持不懈的立校之本。山东女子学院的

校训是“坤德含弘、至善尚美”。“坤德”，在中国

古代文化中就是指女德，“坤德含弘”是指女性之

德如大地般厚重而能包容、滋养万物。学校希望

培养出来的女性不仅具有仁爱、包容、大度的品

德，而且要具有包容宇宙、关怀人类的思想，形成

女性的国际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不仅

要关注和谋求自身的进步和发展，而且关注中国

女性与世界女性的共同发展，关注女性与男性、

女性与社会、女性与全球环境等的和谐共处。校

训中的“至善尚美”，是指要引导学生追求最高的

善，培养学生履行追求美、传播美、创造美的社会

责任，培养志趣高雅、气质典雅、举止娴雅、言辞

文雅、内外兼修的时代女性。

以特色课程强化女性人才培养特色。以“女

性学”为主导的社会性别教育课程列入人才培养

方案。早在１９８８年，学校就开设了“妇女理论与
实践”“中国妇运史”“家庭社会学”等课程，自

２００２年起，学校将“女性学”作为全校必修课，大
一新生必须修读该课程。“女性学”是一门跨学

科性很强的课程，紧密联系女性学研究前沿理

论，引导学生思考、讨论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性别

问题，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性别观念和社会

责任意识，强化作为女子院校学生应当承担的历

史使命。在社会工作、法律事务等专业，根据专

业发展需要，开设了“女性婚姻家庭学”“妇女法”

等相关课程，从不同的层面强化学生的社会性别

意识。２００５年“女性学”获批山东省省级精品课
程，２０１０年“女性学”“女性婚姻家庭学”与“妇女
法学”获批山东省“女性与发展”联合精品课程。

山东女子学院构建了以提升女大学生德性

修养为目的的公共选修课程体系，形成人文社会

科学、创新思维与能力、女性与社会、文化艺术修

养、科学健身与综合素质、语言训练６大课程模
块，既包括强化女性“四自”精神、社会性别意识、

女性道德与礼仪修养的女性社会学类课程，也包

括女性健美、形体训练、女性人物形象设计的女

性审美课程，还包括国学、文学、艺术类人文课

程；开设了健身操、女子防身术、拉丁舞等体育选

修课程以及“女性健康与保健”等女性保健选修

课程，开设了“化妆与人物形象设计”“礼仪修养

与训练”等礼仪修养课程。

突出女性特色专业建设。社会工作专业是

在山东省高校开办最早的教育部教学改革试点

专业，学前教育专业在山东省始终居于领先地

位。目前，学前教育、社会工作、计算机应用技

术、旅游管理、工商管理、会计电算化等专业先后

被确定为山东省省级品牌、特色专业。学前教育

专业承担了国家级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计划项

目，在全省率先建成１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并获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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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１项、省级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 １项。围绕专业发展，学校已建成省级品
牌、特色专业６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１个；
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２个；获批省级教
改立项１４项；有省级教学名师４名、省级教学团
队３个。２０１５年山东女子学院学生参加全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取得历史性突破，在本科生数

学建模大赛中获得全国一等奖１项、全国二等奖
１项的骄人成绩。根据山东省人社厅统计，山东
女子学院师范类本科毕业生一次性总体就业率

为９８．９２％，专科毕业生为１００％。非师范类毕业
生３７个专业中有３０个专业在全省同类院校中排
前１０名，有１４个专业以１００％的一次性总体就
业率在全省同类院校中排名第一，其中包括旅游

管理、日语等本科专业。

三、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学校与社会共进步

笔者认为，女子院校的社会地位需要学校通

过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积极服务社会的长期努力

才能赢得。

积极为妇女、儿童和老人服务。山东女子学

院重点关心和帮助进城女务工人员的工作家庭

状况、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的生存发展，为其提供

心理疏导、作业辅导、生活帮助等力所能及的服

务；同时成立了“彩虹留守之家”活动站、建立了

“大学生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基地”等，共筑

农村留守儿童温暖的家。适应我国老龄化市场

的需要，响应并支持国家养老服务相关政策，

２０１５年，学校率先开设了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
承担起老年服务与管理人才培养的社会责任，把

关心和服务老人作为学校责无旁贷的义务。此

外，学校还积极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园博

会、全运会、亚沙会等大型活动现场，都留下了山

东女子学院学生的身影。

积极参与社会现实问题研究。积极倡导保

护弱势妇女群体的利益，反对一切形式的家庭暴

力。近５年来，《农村留守妇女婚姻权益法律保
护调查研究》《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留守儿童家庭

教育现状研究》等４２项课题获省部级立项，课题
研究成果的推广对于推动妇女儿童发展产生了

积极影响。学校先后参与了《山东省妇女权益保

障法实施办法》《济南市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意

见》等文件的修订工作，在参与政府决策、推动社

会法制文明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积极开展女性终身教育。学校承办了全省

乃至全国妇女干部培训工作，先后举办多期“现

代职业女性管理高级研修班”“优雅女性高级研

修班”“成功家长培训班”等，全面塑造新时期女

性的优秀素质和良好形象。学校是山东省幼儿

骨干教师培训基地，每年承担全省近１０００人的幼
儿师资培训；学校还开展各种类型的职业技能资

格培训，为促进女性就业提供服务。

创新女性创业机制。２０１５年７月，由山东省
妇联发起、山东女子学院承办的山东女子创业大

学成立。山东女子创业大学重点面向山东女子

学院在校大学生，为有创业需求的女大学生提供

创业场所、政策咨询、信息服务、项目开发、风险

评估、开业指导与培训、融资服务、跟踪扶持等一

条龙创业服务，提高女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同时，

也面向全社会女性，为其提供创业咨询、创业培

训、创业指导等创业服务。学校用实际行动展现

了女子学院在促进妇女就业创业、提高妇女就业

层次和水平的优势和责任担当。

引领先进性别文化。作为“全国妇女／性别
研究与培训基地”“山东省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
基地”“山东省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基

地”“全国家庭教育试验研究基地”，学校积极推

进妇女理论研究，形成了性别平等理论研究与实

践、女性高等教育、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

多个稳定的研究方向。近年来，学校每年坚持举

办“女性生存与发展”学术研讨会、“性别与社会”

论坛等学术研讨活动。另外，学校还主持了“联

合国—中国社会性别研究与倡导基金”授权的

“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与行动”研究项目。

四、拓展团结合作渠道，开放办学获共赢

作为全国３所女子普通本科院校之一的山
东女子学院，有建校６４年的历史，占地面积１１００
多亩，在校生规模１．２万人，专任教师６００余人，
毕业生遍布全国。学校在不断探索办学新思路，

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做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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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子大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学校积极拓展

国内外合作渠道。

在国内，山东女子学院已经与南京师范大

学、山东农业大学、山东艺术学院建立了学生学

习交流及共同培养研究生的合作项目。２０１４年，
学校与中华女子学院、湖南女子学院共同发起成

立了中国女子高等院校联盟，进一步加强国内女

子院校间的交流与互动，共同研究、探索女性高

等教育规律，整合与共享优势办学资源，开展校

际互补性合作，推动女性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壮大。

在国际上，山东女子学院先后与美国、澳大

利亚、日本、韩国、俄罗斯、爱沙尼亚、芬兰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建立了教育交流与合作关系，

在教师互派、学生留学、课程教学、学术研究等方

面开展长期合作，师生交流 ８６人。学校努力加
强与世界知名女子大学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加入

了世界女子教育联盟，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世界

女子教育联盟年会并在大会上介绍了山东女子

学院的办学经验。最近，学校与俄罗斯彼尔姆大

学、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又达成了多项进一步合

作的意向。学校与澳大利亚合作会计专业已经

有１０年的历史，成效显著，但学校要进一步强
大，要成为国际一流的女子学院，还需要进一步

拓展合作领域和项目。

在管理模式、师资培训、课程资源、留学生培

养、学生短期培训、教师互派、科学研究等方面，

山东女子学院应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女子高校

的团结合作，通过深度合作、资源共享，实现共

赢，与世界各地女子院校一道，为推动全球女性

高等教育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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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Ｗｏｍｅ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Ｊｏｉ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ＮＳｕｈｕａ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Ｗｏｍｅ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３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ｏｍｅ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ｆａｃｉｎｇ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
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ａｋｅ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ｂｏｌｄｌｙ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Ｗｏｍｅ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ｓ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ｗｏｒｔｈ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６０ｙｅａ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ｓ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ｒａｖｅｌｙｔａｋｉｎｇ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ｏｆｊｏｉ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
ｉｎｇｉｎａｎｏｐｅ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ａ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ｏｍｅ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ｏｉ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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