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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子院校育人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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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 美国女子院校的教育充分发挥女性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挑战传统，进入男性学术领域，为学生提供

成长条件，营造女性成功的校园竞争文化氛围，在培养女性高端人才方面卓有成效，并积累了重要的经验。美国

女子院校办学经验对于国内同类院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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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子院校的建立在世界女子高等教育史

上堪称里程碑。女子院校实行住读制，设置与男校

一样的专业和课程，在培养女性人才方面取得了令

人叹服的成绩，学生获得了较大的成就，更多的人

获取了科学博士学位，挑战了传统上男性领域的学

科和职业，更多人成为了优秀的女领导人。即使是

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 40 年里，因面临“合校潮”危

机，女子院校的注册人数减少，以文科教育( liberal
arts education) 为主，但是，每年仍有约10 万的女性

受益于女子院校的学习。如今美国女子院校在全

美学校整体评价中仍然表现突出［1］。尽管因单性

教育环境备受批评，女子院校以女性为主体的组织

特征、以女性发展为目标的教育理念获得了独特的

育人效果，其经验值得中国的女子院校借鉴。
一、女子院校办学体现女性主体性

女子院校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全部或绝大

部分学生是女性。男生的缺席对女生校园生活

意味着 4 个方面的优势: 女生全空间参与校园学

习与生活; 关注和研究女性问题; 女性在多种场

合承担管理者角色; 深受同辈群体影响。
第一，从空间上来看，女子院校是女性的世

界。空间和位置的力量不能被低估。研究表明，在

单性环境里，女性的各项活动参与更频繁。在女子

院校校园内，教室或者球场上随处有女性的声音，

在只有女性的环境里，女生被同伴尊重，在只有女

生的科学或者数学课堂上，女生对这些学科更热

情、更坚持。教师在女性如此之多的场合，对女生

抱有更大的成功预期①。那些有关女性能力的社

会刻板印象在只有女生的课堂里被遗忘甚至消失

了，伴随女生的是不一样的课堂体验。调查表明，

女子院校的女生不但在文学、历史与心理学等学科

中表现优秀，在包括数学、化学、物理在内的几乎所

有学术领域里都有成功表现。
女子院校为女性提供了领导机会和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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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条件，女生可以自主地选择参与自己喜欢的

体育运动，而不被异性或异样的眼光所注视。只

有女生的单性环境使其成为校园的主导者，承担

起团队领导者角色，挑战社会关于女性角色的刻

板印象，塑造了女性主体性身份［2］，“这种环境下

评判竞争和能力的就是竞争和潜能本身，而不是

性别”［3］。女子院校可从身边女性的成功中得到

榜样的鼓励，认为自己也是可以成功的。单性环

境虽然不同于现实社会中的“双性世界”，但是，

单性环境中的学习和生活可以锻炼个人能力、培

养自我意识，支持女性成功。在女子院校，各个

位置中的女性都不是做做样子的装饰品，她们是

学校的中心，在所有领域受到关注，被认真对待。

第二，从教育内容上看，女性问题成为学校

关注的中心。女子院校的女性研究课程门类多，

范围广泛，学科齐全，这些课程总是围绕女性经

验来界定和展开。政治讨论必会谈到女性的作

用，数学讲授也不会遗漏女性天才，职业生涯发

展课程紧紧围绕女性的个性特点和能力来讨论。

校园内的体育设施和项目活动将女性作为主体，

从女性的角度加以设计。校园内的资源分配全

部围绕女性，不会出现男女合校中在资源不足的

情况下将投入女性项目经费削减的情况。女子

院校的研究机构除了研究人类普遍问题外，更聚

焦于女性问题，女性研究机构在女子院校是作为

重点扶持和发展的部门的，其人员和经费会优先

得到保障，这是和混合院校里的妇女中心、妇女

研究所或者其他有关妇女项目不同的，许多混合

学校中的这些机构难免处于边缘位置，并遭受预

算削减［4］( P109)。

第三，女生校园生活中的角色更加多样化。

在女子院校里，学生要承担管理实验室、操作多

媒体设备、发放学生调查问卷、布展会场、搬运各

种器材、完成体育竞争等多项活动。这不但给学

生提供尝试多种角色的机会，也允许她们有不同

风格。女性的这些角色在女子院校里不会被看

作例外，而是其必须参与和承担的所有角色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虽然现在许多合校校园中女

性的多样性也增加明显，相似与差异在个体和群

体中随处可见，但都不及女子院校这样司空见

惯。丰富多样的活动带给学生的是非同一般的

享受。有学生在描述自己在体育课踢足球的感

受时说，“我们完完全全摆脱了女性的娇嗔、柔

弱! 我们每个人都像奋战的英雄，个个英姿飒

爽，好一片生机勃勃! 我们没有任何东西束缚，

依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玩去痛快! 是多么的惬

意……”学校女教师、女员工和女性管理者等多

种角色的模范作用也会影响到女生的角色、风

格、兴趣等。女性兴趣的多样性、女性参与的纵

深维度、个人处理问题的能力等在女性环境中都

会更加明显、突出。

第四，住宿制和社团活动给予女生积极的同

伴影响。同龄伙伴间的影响对学生成长很重要，

校园风气、教育价值观念等都会借助同伴影响发

挥作用。女生年龄相同或相近，她们一起住宿，

一起活动，共同探讨未来的生活与命运，一起度

过校园生活的大部分时光，她们在这些互动中相

互影响，拓展个人兴趣，发展沟通交往技能，丰富

个人见识。可以说，同辈互动的教育作用远超教

师和家庭的影响程度。有学者甚至认为，即使同

伴间传递的还是传统女性角色和期望，还是传统

的价值观，可其对女生的教育激励作用也超出传

统影响的效果［5］。

二、女子院校教育以女性为目的

对学生最有影响力的是那些文化特征最强

的教育活动［6］( P123)。与美国其他院校普遍将教育

学生的目的替代为研究和追求声望不同，美国女

子院校的育人活动紧扣女性成功的目的。女子

院校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校园文化和日常管

理都是围绕女性教育的使命进行设计。教学决

策、校舍环境、校园符号、仪式活动等深深地融入

到学生、教师和员工的日常生活之中，以一种合

力影响学生。

第一，教职员工的育人态度和榜样作用。美

国所有院校中，女子院校教师和管理层中的男女

比例是最平衡的，他们为学生提供了角色榜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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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系，将自身的影响微妙而又实在地传递给学

生。大部分女子院校推举女性作为院长，男性教

师更乐于教育女性②，女性教职员工用自己的教

学和行动诠释自己的能力和成功，向女生表明女

性职业的多样性，女教师和管理者均衡的比例让

学生感受到两性为女性教育的共同努力和同等

作用。而较少“同类”人物的校园环境对于学生

成长具有“榜样”负作用，那些较少或者没有女性

雇员的院校会让学生怀疑: 女性是否应该在该位

置，是否能在该位置成功? 换言之，学校性别比

例失衡和女性领导的缺席不利于女性成才。

第二，女子院校的校园中充满着对女性成功

的高期望。首批女子院校从创校之初便坚持一

个信念: 女性具有和男性同等的潜能，女性可以

像男性一样习得并创造人类精神财富。美国第

一所女子院校瓦萨学院创建时就坚持认为: 女性

在学术和职业追求中和男性一样会成功，学校开

设了拉丁文、哲学等高深课程，向女生传播人类

优秀文化成果。美国历史上的成功女性和美国

妇女运动、女子教育中的先驱们进入到校园，她

们成功的事迹以图片形式被展示在会议室、图书

馆和校园长廊中，也被写进学校教材成为教学内

容，校园中的小路也会以知名女性的名字来命

名，每一届新生都要接受校史教育，女性被期望

成为与历史上杰出人物齐名的人。女性历史、女

性成才、女性领导力等成为必开课程，这些课程

激励女生了解自己，培养创造创新能力，制定人

生职业规划，为未来成功作准备。

第三，为学生提供环境支持，让学生自主管

理。每一位学生都希望被重视、被肯定，因此高

期望实质上是一种发掘女生潜能的动力。同时，

除了无形的同辈学习氛围外，女生能够获得学校

支持系统的支持同样重要。女生在初步参与学

校活动或者社会实践时缺乏相对应的社会经验，

会怯于尝试，从而产生退缩、抗拒的心理，而女子

学院的学生、教师、员工和校友们组成了支持学

生成功的支持系统。不同级的班之间结成了“姐

妹”班级，校友定期回校探访，她们共同活动，互

相传递学习经验，传递关怀和爱，也传递着学校

的传统。女子院校的学生会是锻炼学生领导才

能的重要平台，学生自主策划、自主开展各种活

动。学生会工作成为锻炼学生领导素质和才能、

体验民主生活的重要经历，学生可以为未来从事

领导事务和活动积累经验。瓦萨学院曾任院长

克拉肯( Mac Cracken) 认为女子院校对养成学生

自治的市民化训练十分重要: “如果我们要一个

真正的自由的国度，……我们要在大学就开始训

练 她 们，允 许 它 所 拥 有 的 一 切 力 量 保 证 自

治。”［6］( P118 － 119) 瓦萨女生在女子院校学生会中被

赋予一起制定和推行制度的权利。

第四，强调女性人才的社会责任教育。在美

国女子学院办学者的教育观念里，女生的学习就

是服务于他人的一项事业，甚至与书本学习相

比，女生的社会责任培养更重要，个人的社会责

任感才会提供个体持续努力的力量源泉，在面临

困难时，社会使命感可以使人刻苦努力、坚持不

懈地应对问题。校方时刻提醒女生即将承担的

社会角色，鼓励她们进入到社区从事社会实践活

动，分担社区事务，提供社群服务，对女生进行社

会责任教育。

三、美国女子院校的办学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高等教育的质量不只是取决于教育提供的

质量，更取决于学生上学的质量［6］( P128 － 134)。学生

的质量是决定任何一所大学是否成功的最重要

的因素。多方面的研究表明，美国女子院校能够

在“男女合校潮”中长期处于不败之地，学生能够

获得比其他院校学生更高的成就，是与女子院校

学生校园生活的高参与度密切相关的［4］( P55 － 56)。

美国女子学院的办学有以下一些经验和启示:

( 一) 美国女子学院的环境培养了学生强烈的

竞争意识和较强的领导力

美国女子院校一方面提供给女生全面参与各

项活动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提供给她们充分的领导

机会。这些参与机会和领导机会对于女生的领导

能力和竞争意识培养是十分有效的。学生在大学

学习期间的领导活动和经历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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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发展［7］，女子院校的女生被鼓励在校园工

作坊和培训中参与讨论并发表意见，被鼓励参与社

区事务，这些事务融合了学术探讨、职业发展和社

区关怀等广泛的内容，学生在被鼓励和参与中培养

起参与意识; 学生担任领导职务和从事管理的校园

经历促进其参与社会事务领导和管理的意愿③。

学校全是女性的情境提供了学生全面参与各项活

动的机会，也有利于发展女性的领导技能和加强女

性的自信④。学校女教员人数是影响女生成就者

人数的重要因素( r = +0． 953) ⑤。

国内的女子院校要在培养女生自信心和领

导力上多做文章。一是在班级管理上放手，要将

班级管理托付给学生自主管理、民主管理，教师

加强引导和指导，对积极参与者奖励，对初次尝

试者多鼓励，让学生学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务; 二

是要发展学校社团，要加强社团引导，将社团活

动常规化，培养社团领袖，通过社团活动给学生

提供领导锻炼机会，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领导

能力; 三是积极引导学生参与社会事务，以团队

形式在课余进行社会实践，多接触社会，在社会

事务处 理 中 锻 炼 学 生 的 社 会 文 化 能 力 和 责 任

意识。

( 二) 美国女子院校强化了学生挑战学术隔

离现状和所谓男性化职业的意愿，我国的同类院

校也要探讨自己的办学特色

美国女子院校开设与男校相类似的课程，也

提供给女生更多的选修课程的机会，学生更加可

能进入男性主导的专业和课程［8］。在没有男生

在场的课堂里，女生对自己的学术能力更自信，

学术能力更能得到锻炼和成长［9］。同时，女子院

校里研究女性问题的课程可以使女生获得积极

的自我认知，强化性别意识。这对于传统社会里

信心不足的女生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启迪和

性别意识发蒙。女子院校联盟 ( WCC) 的一项女

生调查发现，女校学生修习经济学、生命科学、物

理学或数学学科获学位者高于合校女性［10］。女

校学生专业的多样性为学生选择进入男性职业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给学生带来了个人的薪

资收益，女子学院的毕业生成为精英的比例也要

高于混合学校的女生。

国内的女子院校办学较晚，教会女子院校的

专业与课程承接美国女子院校的传统，给女生提

供了丰富的课程与宽泛的专业基础，但是国家自

办的女子院校的课程和专业仍以女性传统职业

为主。改革开放后新办的女子院校办学基础薄

弱，其职业训练的应用型定位，与国家经济建设

对高等教育的要求相符，也与家庭送子女上大学

的初衷相符，国家经济建设和家庭输送生源的初

衷构成了女子院校办学的社会基础。所以培养

女性就业技能和通识基础教育是女子院校办学

的历史与现实使然。女子院校的专业与课程也

要反映女生的兴趣爱好，最终要让学生获得职业

能力，成为社会建设的生力军。但是，女子院校

的女性教育目的不只是为女性个体的，它还有另

一层涵义，是一个特设的教育组织形式，有着特

殊的教育使命。女子院校要开设女性课程，研究

女性问题和女性教育规律。学校要培养女生性

别意识，要鼓励学生修习哲学、科学、社会学课

程，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不断创新性别文化，创

造优秀的女性教育文化。

( 三) 要辩证地看待世界女子院校这一教育

组织形式

第一，从国内资料来看，中国的教育环境仍

深深根植于男性社会，在中国的素质教育体系

中，教师和学生的标签化思维使得其学科性质难

以挣脱传统的桎梏。一项有关女教师的调查表

明，大部分女教师的观念仍囿于男性传统，其主

要学科领域和生活中的角色榜样仍然以其生活

中的成年男性长辈为重要参照，她们幼年时期的

良好体验伴随着她们的终生。“女性受益于正面

的男性榜样，正是这些男性一直鼓励和支持女孩

子们通过动手解决问题。”［11］因此，国内女子院

校面临的难题恰恰来自于榜样。我们在对国内

女子学院师资的学历学科资料统计时发现，女教

师的学位仍然以文科为主，理科和工科师资仍然

主要是男性［12］。这种环境下女生感受女教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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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时所获得的关于女性成就领域的认知难以超

越传统，对学生开拓性学习影响作用有限。换言

之，国内女子院校在女生教育方面超越传统的基

础性条件并不十分充分，在挑战传统方面未必会

取得与美国女子院校同样的教育实效。

第二，从世界范围上看，女子院校有发展、有

萎缩、有改革、有创新。国内的女子院校也要不

断推陈出新，拓展视野，创新办学思路。美国的

高等教育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向着合校教育转变，

哈佛等名校向女性开放，招收女生，女子学院由

于单性环境和学科较为单一，女生纷纷转投名校

和综合性大学，合校教育给女子院校带来的首要

压力是适龄生源不足。为了生存和发展，美国的

女子学院不得不开发其他教育培训项目，面向国

际社会招收女生，或者从传统的本科生教育项目

中发展其他的项目，招成人夜校生、周末班或者

业余生，吸引社区的成年女性开展成人教育; 有

的女校则转型，男女生兼招，或发展与附近综合

大学的密切关系，提供“单性校”与“合校”组合

的育人环境; 一些学校由于经济压力选择关门或

并入其他学校。成功转型后的女子院校扩展了

生源，缓解了财务压力。中国的女子院校发展历

史短、师资力量薄弱，加之国内坚持了近 40 年只有

合校教育的阶段，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兴起的独

立女子院校的招生也正在遇到一些困难，一些职业

女子院校在今年的招生中名额不满，一些女生表示

不愿意选择单性学校⑥。提升办学层次和扩展教

育项目、兼招男生成为女子院校的议题。

第三，我们不可忽视女子院校作为一种教育

组织形式在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政治意涵。从女

子院校兴办历史看，女性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

外、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是女子院校存在的条

件。女子院校就是女性对高等教育不平等的政

治抗争途径与权宜之后的结果，其政治意义要远

远超过女校办学本身。世界女子为获得与男子

同等的高等教育权进行了不懈努力，但是在男女

不平等的社会条件下，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女性被

排斥在高等学府之外。社会怀疑女性的智商，不

让女生进入图书馆，不给女生授予学位，那些在

名校中就读的女生处在“冷氛围”之中。女子院

校在女子高等教育历程中接纳女性，探索女性高

等教育规律，在高等教育领域和女性主义发展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女子院校在从事女性人才培

养工作的同时，也创造、培育并传播了女性文化，

其开拓性在以男性文明为主流的人类文明发展

中显得尤为可贵。但是分校而教毕竟以社会不

平等为条件，实现男女和谐才是人类的理想与愿

望。从发展的观点看，女子院校只是人类寻求平

等的一种教育途径，是教育存在的一种过渡形

式，合校教育符合社会性别平等发展的要求。在

目前我国仍处于发展进程中的条件下，现有的女

子院校既要对当前社会现象中的性别盲点予以

批评，保持敏感的性别教育意识，也不要忘记自

己追求男女平等的初衷，要始终保持与社会的对

话，与男性群体的对话，保持与合校教育场域的

对话，以对话的态度，建立畅通的对话渠道，要避

免性别分隔，更不能关起门来办教育。

注释:

① 美国在全国大型律师事务所进行的一项女律师自我

形象研究说明了性别比例和女性成就之间的相关

性: 在女性合伙人数低于 15%的律师事务所内，女性

律师多半认为，所谓的“女性特质”被严重贬抑，而男

性特质等同于成功。在权力阶层有充分的女性代表

的律师事务所里，女性律师对升职有较强烈的动机

和期望。参见理查德·谢弗著，刘鹤群、房智慧译的

《社会学与生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 年版第

160 页。

② 参 见 Women’s College Coalition 的 A Study of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s at Women’s Colleges，Washing-

ton，DC，1981 年版。

③ 参见 M． E． Lockheed，S． S． Klein 的 Sex Equity in Class-

room Organization and Climate，In Handbook on Achie-

ving Sex Equity through Education，edited by S． S． Klein．

Bai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 年版。

④ 参见 A． W． Astin 的 What Matters in College? San Fran-

cico: Josey － Bass，1993 年版。

⑤ 参 见 M． Elizabeth Tidball 的 Women’s Colle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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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Achievers Ｒevisited，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1980 年第 5 期第 17 －540 页。

⑥ 在与某女子院校招生办主任的访谈中，她说: “我们

在做招生咨询，以前她们就只是好奇( 女校) ，现在一

听说都是女生扭头就走。她们觉得都是女孩子，不

喜欢，喜欢男女混合的学校。这种比例比以前多得

多……女生就会说，那我没有异性朋友啊。以前这

么说的只有一两个，现在面就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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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Experience of Women’s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Ｒevelation to China

OUYANG Lin-zhou
( Hunan Women’s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4，China)

Abstract: The U． S． women’s colleges are effective in training female talents by giving the full role of female
subjectivity to students． They encourage students to challenge the traditional and enter men’s academic
fields． They provide students with growth conditions and create competitive campus culture to success． The
rich experience of women’s colleges in the U． S． is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simila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Key words: women’s university; subjectivity; campu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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