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６年５月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Ｍａｙ．２０１６

第３期　总第１２７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Ｗｏｍｅ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３　Ｓｅｒ．Ｎｏ．１２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２－１５

　基金项目：山东女子学院女性高等教育研究专项课题“中日女子高等院校的对比研究”（项目编号：ＮＸＧＤＪＹ０１）

　作者简介：李芯（１９７８—），女，山东女子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日本文学与文化研究。

·女性高等教育专题研究·

从“女性工作者”到“女性领导者”

———浅谈御茶水女子大学课程设置的变化

李　芯

（山东女子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３００）

　　摘　要：由于日本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的变化，御茶水女 子 大 学 的 课 程 设 置 也 随 之 改 变，力 求 更 加 适 应 社 会

进步和科技发展。伴随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御茶水女子 大 学 在 坚 持 自 身 特 色 的 同 时 也 增 设 了 许 多 非 女 性

传统的课程，尤其是理学部蓬勃发展，突破了传统女子 大 学 的 课 程 设 置 方 式，向 综 合 化 大 学 靠 拢。御 茶 水 女 子 大

学的培养目标从“培养女性工作者”转变为“培养女性领导者”，这是日本乃至整个世界女性逐渐独立、崛起最好的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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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过去，日本女 子 高 校 受“贤 妻 良 母”教 育 传 统

的影响，在专业设置方面多集中在文科和家政科，

且主要偏向于家庭服务类型，如食品学、烹饪学、服

务学、生活经营学等。这些专业使得日本女性就业

基本局限于家庭或社会低层次领域，自身发展受到

很大限制。现在，日本女子大学院系及课程设置依

然具有传统女性特质的倾向，如日本女子大学中开

设最多的文学系由日本近代女子学校中的文科发

展而来，生活科学系则源于家政科，课程设置方面

也多为语言、文学、生活服务类课程。其中，语言类

课程以日本语言文学、欧美语言文学为主，还设有

专门的国际交流学部，以培养优秀的外语人才。除

了语言和文学外，家政学也是女子大学的代表性学

科，不过如今家政学已经不像过去集中于食品、烹

饪、服务等，而是涉及到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一门真

正关于生活的科学。

随着日本女性意识的觉醒，在校女大学生开

始意识 到 需 要 以 自 身 实 力 立 足 于 社 会，其 人 生

观、价值观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女性选择

专业时不再倾向于固定的女性传统学科，而是越

来越多地 进 入 以 往 被 认 为 是 男 性 专 属 领 域 的 学

科进行学习。为适应这种需要，日本的女子大学

也开始增 设 越 来 越 多 的 此 类 课 程。这 种 设 置 将

逐渐改变女性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改变

男女 性 别 不 平 等 的 现 象，有 利 于 两 性 的 和 谐

发展［１］。

从日本各 女 子 大 学 的 院 系 及 课 程 设 置 和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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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层次看，其 内 容 和 培 养 目 标 较 多 集 中 在“能 够

实施有效地发挥女性素质的教育，专门研究女性

固有的问题”“培育女性的领导能力和主体性、独

立意识”方 面。由 此 可 见，当 前 日 本 女 子 大 学 的

使命已从 过 去 的 培 养 贤 妻 良 母 转 移 到 培 养 社 会

参与型的、积极发挥社会作用的女性以及实现性

别平 等、提 高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的 妇 女 运 动 目 标

上来［２］。

二、日本 御 茶 水 女 子 大 学 本 科 课 程 设 置 的

演变

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前身是建立于１８７４年的

东京女子师范学校。随后，该校被作为东京师范

学 校 女 子 部，１８８６年 成 为“高 等 师 范 学 校 女 子

部”，１８９０年改称为“女子高 等 师 范 学 校”。由 于

受传统观 念 的 影 响，其 最 初 招 生 状 况 并 不 理 想，

但随着欧美女子教育思想进入日本，日本对于女

性教育也逐 渐 重 视 起 来。１８８５年 日 本 颁 布 了 近

代以来第一个女性中等教育的独立法规———《高

等女子学 校 规 定》。该 法 规 颁 布 后，根 据 当 时 女

性杂志《女 性 之 友》的 报 告：“以 御 茶 水 女 子 高 等

师范学校 附 属 高 等 女 子 学 校 为 首 的 许 多 女 子 学

校都已经爆满”［３］，１８９７年１０月，东京女子高 等

师范学校根据文部省颁布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规定》被分成了文、理两科。１８９９年，学校为培养

担任家事 和 家 政 科 的 教 师 又 设 立 了 技 艺 科。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文科、理科、家政科

分别发展成 为 今 天 的 文 学 部、理 学 部、生 活 科 学

学部，并且下设不同的科系。其课程设置也随之

丰富完善起来，为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发展和进步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使御茶水女子大学为社会

培养了大批活跃于各个领域的优秀女性人才。御

茶水女子 大 学 最 初 设 立 就 是 为 了 培 养 女 性 教 育

者，所以教育专业是御茶水女子大学备受重视的

学科，设立之初 分 为 教 育 学、体 育 学、音 乐 教 育３
个专业。１９９６年原来的专业被改组成人文科学、

人类社会科学、语言文化和艺术表现４个专业。

御茶水女 子 大 学 是 集 教 学 与 科 研 于 一 身 的

综合性女子大学，不仅教学 水 平 高，科 研 水 平 同

样引人瞩目。它目前下设多个研究机构，这些研

究机构不仅可以供学生做实验和实习，而且也可

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

三、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本科课程设置特点

（一）由“服务家庭”到“贡献社会”

日本社会 自 古 受 传 统“男 尊 女 卑”观 念 的 影

响，一直施行以“贤妻良母”主义为核心的女子教

育，对女性的要求是顺从和贤良淑德。早期教育

的基本方向是使女性能胜任“贤妻良母”的角色，

更好地为 家 庭 服 务。学 校 课 程 内 容 都 具 有 传 统

职业家庭教育的特征，家政专业作为女性特质的

代表学科，其课程设置最初多为“服务家庭”而设

立。如旧制时代东京女子师范学校所授的缝纫、

编织、烹饪、育 儿、洗 涤 等，都 是 为 家 庭 服 务 的 课

程。如今御 茶 水 女 子 大 学 的 培 养 目 标 已 经 转 变

为提高自身 素 质，成 为 对 社 会 有 用 之 人，实 现 自

身价值。课程设置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带有浓

厚职业家庭教育特征的课程逐步被淘汰，取而代

之的是 更 加 适 应 科 技 发 展 和 社 会 进 步 的 课 程。

如儿童学专业不再仅仅教授育儿知识，而是增加

了关于儿童心理、儿童教育等方面的课程。食物

学专业也不仅仅教授烹饪技术，而是更加注重食

物营养、卫生和调理学知识。家庭经营专业的领

域则扩大到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

御茶水女 子 大 学 的 课 程 设 置 紧 跟 科 学 的 发

展和社会的 进 步，专 业 设 置 越 来 越 广 泛，研 究 领

域也更加全面，已经完全从过去的“服务家庭”蜕

变到如今的“贡献社会”，这也使得女性自身意识

逐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认识到了自身的社会价

值。御茶水 女 子 大 学 无 论 在 教 育 还 是 科 研 上 都

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女性

人才，也培养了大量的女性研究人员。

（二）由“女性特质课程”走向“大众化课程”

最初御茶水 女 子 大 学 所 设 置 的 课 程 都 是 传

统观念里适 合 女 性 的 课 程。文 科 所 设 置 的 课 程

包括国 语、英 文、历 史、教 育、体 操、绘 画、音 乐。

家政科所设置的课程包括裁剪、烹饪、编织、扫除

等家务技能 和 持 家 知 识。即 使 是 理 科 的 课 程 设

置，最初除了数学、化学、物理外，也包含了英语、

家政、伦理这 样 的 课 程。随 着 社 会 的 进 步，御 茶

水女子大学在 课 程 设 置 上 逐 渐 打 破 了 所 谓 男 女

特质的界限，向 着 学 科 无 性 别 化 方 向 前 进，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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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众化课程”得到了更全面的发展和提高。

现今御茶水女子 大 学 在 保 留 具 有“女 性 特 质”的

传统课程的同 时，注 重 研 究 人 与 环 境、人 的 发 展

和心理健康、食 物 科 学 与 健 康、生 活 与 社 会 等 多

方面问题，设置与人体生理学、发展心理学、环境

物理学、居住环 境 学、食 品 贮 藏 等 等 各 个 领 域 相

关的课程。其理 学 部 的 课 程 设 置 也 培 养 了 大 批

在传统男性领域中大放异彩的优秀女性人才。

（三）由“注 重 技 艺”走 向“理 论 与 实 践 相 结

合”

东京女子 师 范 学 校 的 设 立 是 为 培 养 女 性 教

育工作者，因此课程设置比较注重技艺。为适应

当时的时代 需 求，培 养 合 格 的 教 师，学 校 设 置 了

体操、绘画、音 乐 等 课 程。在 家 政 专 业 方 面 设 置

的是注重实用性的技术类课程，如裁缝、纺织、烹

饪、编织、扫 除 等，都 是 为 提 升 女 性 的 生 活 技 能、

操持家务 等 与 生 活 相 关 的 能 力。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和社会的需要，人们逐渐意识到仅学习实用技

能是远远不 够 的，必 须 在 学 习 技 能 的 基 础 上，增

加理论知识的学习，所以御茶水女子大学家政学

部课程设 置 中 开 始 逐 渐 加 入 与 技 能 相 关 的 理 论

性知识。如服装学专业除技术方面的课程外，还

增加了色彩 学 概 论、染 织 工 艺 概 论、服 装 美 学 概

论等；家庭 经 营 学 专 业 也 增 加 了 家 庭 关 系 学 论、

家庭管理学等。

除了增加理论课程外，改组后的御茶水女子

大学生活科学科还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如食物营养专 业 的 学 生 到 四 年 级 就 会 被 安 排 到

特定的研究室，进 行 为 期 一 年 的 毕 业 研 究，培 养

实际操作能 力 和 严 谨 的 研 究 态 度。而 发 展 心 理

学专业的学生 则 从 二 年 级 开 始 可 以 选 择 到 保 育

所、幼儿园、中小学进行观察实习，在此基础上完

成毕业论文。学 生 在 御 茶 水 女 子 大 学 下 设 的 研

究机构得到了自己动手实践的机会，通过亲自实

践更有助于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可见，御

茶水女 子 大 学 家 政 学 的 课 程 设 置 已 由“注 重 技

能”转向“理论 与 实 践 相 结 合”，培 养 出 的 学 生 也

同时具备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这与当今社

会“知识与能力相符合”的总体要求是一致的。

四、课程设置变化原因探析

（一）社 会 需 求 和 科 技 发 展 促 使 课 程 设 置 产

生变革

每个时期的社会都有其不同的需求，必须牢

牢抓住社会需求，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人

才。人才培养需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社会需求

决定着 人 才 培 养 目 标，也 决 定 着 课 程 设 置 等 方

面。明治维 新 之 后，日 本 政 府 发 布 了 相 关 法 案，

女子教 育 渐 渐 发 展 起 来，女 子 开 始 进 入 学 校 学

习。随着女 性 受 教 育 程 度 的 提 高 和 信 息 化 社 会

的到来，日 本 女 性 的 自 我 意 识 产 生 了 巨 大 的 变

化，视野越来越广阔，越来越独立、自强。女子大

学的课程设置，正是适应这一需求的产物。

（二）女 性 自 我 意 识 觉 醒 促 使 课 程 设 置 产 生

变革

日本女性在争取自身权利的过程中获得了受

教育权，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女性佼佼者，学校里的

女大学生们的自我意识也不断提高。比起当家庭

主妇，大多数女生更希望把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和技

能运用于社会、贡献社会。女性渴望更多地进入其

他领域，甚至进入过去被认为是“男性学科”的领域

进行学习。学校为了适应这一变革，也积极开设更

多适合女性全方面发展的课程，并且建立了相关的

研究所，不仅在教育上培养了大批对社会有贡献的

女学生，在科研上也培养了大批女性研究者。

（三）不 同 时 代 人 才 的 培 养 目 标 促 使 课 程 设

置产生变革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御茶水女子大学的人

才培养目 标 也 随 之 变 化。不 同 的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也带动了 办 学 思 路 的 变 化。御 茶 水 女 子 大 学 的

办学路径通过“人才培养目标→办学思路→课程

设置”这一流程来完善和实现。正是由于人才培

养目标的变化，才导致御茶水女子大学的院系及

其课程设置一步一步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并在变

革中逐渐走向繁荣。

五、结语

目前我国 的 女 子 大 学 处 于 一 个 比 较 尴 尬 的

位置，近年 来，有 很 多 人 对 我 国 的 女 子 大 学 提 出

质疑，这更使得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发展我国的女

子大学。我 国 的 女 子 大 学 与 日 本 的 女 子 大 学 相

比还有一定差距，通过对御茶水女子大学课程设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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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演变进行研究，可以从课程体系变化方面给予

我国女子大学办学一定的启示。

第一，加强女性特色课程。女性特色专业和

课程的设 置 是 女 子 大 学 与 普 通 男 女 共 学 大 学 主

要的区别。日 本 几 乎 所 有 的 女 子 大 学 都 设 置 有

家政专业，并 开 设 了 具 有 女 性 特 色 的 专 业，如 教

育、服装、护 理 等。这 些 课 程 都 是 女 性 特 色 的 充

分体现，在女性未来的工作与生活中都起到了巨

大的作用。我国要想发展女子大学，必须在打造

女性特色专业课程上下足功夫，根据我国实际情

况设置适合我国女性发展的特色专业和课程，推

动女子大 学 的 发 展。女 子 大 学 要 想 在 激 烈 的 竞

争中长足发 展，必 须 从 自 身 实 际 出 发，走 特 色 办

学的发展道路，以特色见长，以特色取胜。

第二，明 确 办 学 理 念，改 变 学 科 设 置。相 对

于日本 御 茶 水 女 子 大 学 提 出 的“培 养 女 性 领 导

人”这种极 具 特 色 的 办 学 理 念，目 前 我 国 大 多 数

大学对 自 身 办 学 理 念 认 识 不 够，缺 乏 清 晰 的 定

位，因此必 须 在 清 晰 认 识 学 校 自 身 实 际、明 确 办

学理念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课程建设，打造自身

品牌特色。

第三，努力提高办学层次。１９６６年御茶水女

子大学在 日 本 的 新 制 大 学 中 率 先 设 置 了 人 文 科

学研究生 院。最 初 设 置 的 人 文 科 学 研 究 科 下 设

专业有哲学、史学、地理学、日本文学、中国文学、

英文学、教育、舞 蹈 教 育 学。１９７６年 又 开 设 了 人

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培养博士生。１９６４年设

置了理学研究生院，１９９７年终于开设了博士研究

生课程①。其办 学 水 平 和 层 次 不 断 提 升，也 带 动

了学校招生、就业工作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女子

大学的办 学 水 平 和 层 次 可 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借 鉴

此种 模 式，向 着 本 科、研 究 生、博 士 生 的 层 次

发展。

笔者期望 通 过 此 研 究 能 给 予 我 国 女 子 大 学

的建设发 展 以 及 我 国 女 性 教 育 提 供 一 定 的 经 验

及启示，以 此 加 快 我 国 女 子 大 学 的 改 革 和 发 展，

推动我国女性教育的进步和发展。

注释：

①　 参 见 御 茶 水 女 子 大 学 主 页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ｃｈａ．

ａｃ．ｊ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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