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大纲 

课程名称 性别、社会与文化 

课程编码  学分 1 学时 总学时 16    其中课内 16     课外 0 

选课对象 本科生 先修课程 无 

任课教师 金一虹 职称 教授 所在院系 文学院妇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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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课程目标、主要内容、学习进度、对学生的要求等（参照课程大纲范本编写，不

少于 1500字，可附页）： 

课程目标：通过学习和讨论，初步掌握社会性别理论、提高性别敏感性，能用社会性

别理论分析社会文化现象中的性别内涵 

主要内容： 

第一讲 用性别的眼睛看世界 

一．初识性别：介绍核心概念——社会性别  

二、 天生男女有别？ ——怎样看待两性之间的差异？ 

1. 生物学理论（染色体、荷尔蒙和左右脑说） 

2. 社会学习理论： 

3. 认知发展理论： 

4. 文化建构理论 

三．用性别的眼睛看世界 

本章主要知识点： 

（1）社会性别概念的由来与内涵、与生理性别的区别； 

（2）认识两性之间在认知能力、人格特质、成就动机等诸方面的差异；学习有关

性别差异的理论； 

（3）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社会性别？  

能力培养要求：通过各自对生命体验的表述，初步学会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日常

生活及性别化过程 

本章思考题：用性别的眼睛看世界，为什么？如何看？ 

第二讲 被建构的性别 

一．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 

1.什么是男性气质？什么是女性气质？ 

2. 性别区隔：在想象的对立中建立 

二．“性别气质”：天生，还是被建构？ 



1.生理决定论：“生理即命运”。 

2. 建构论：人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身体都是社会所建构。 

（1）性别气质的心理建构 

（２）．性别的文化建构 

三．对性别气质建构的批判 

1.性别气质建构——一种压迫机制 

2. 性别气质建构反思 

3．双性气质论的挑战 

 

 四．性别角色 

1．角色理论与性别角色期待 

2．性别角色的形成 

3. 父母角色 

4．性别角色的变迁 

本章知识要点： 

（1）认识了解什么是女性气质，什么是男性气质？形成性别气质是被社会文化所

建构的认识 

（2）掌握本质论—建构论的区别 

能力培养要求： 

（1）通过自己是如何成为今天的我，分析“男子汉气概”和“女人味”是怎样被

建构出来的。 

（2）认识性别角色的相对性和可变性——性别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

会的变迁而嬗变的。 

（3）挑战性别刻板印象、突破性别角色定型。 

本章思考题： 

1.思考并和同学们分享自己生为男孩，生为女孩的体验 

2.对“女汉子”、“娘泡”、“花美男”、“小鲜肉”说法做性别分析 

3.中国是否存在“男孩危机”？ 



第三讲  性别与社会空间 

一．社会空间的结构 

1．阶层化的空间和性别化的空间 

2．空间中的性别关系 

二．职业空间与性别 

1. 职业空间的性别分化：  

职业的性别隔离和女性的职业拥挤 

女性的“玻璃天花板”和“黏地板”现象 

塞伯空间与互联网时代的“数字鸿沟” 

2. 职业空间的未来 

未来的职业性别空间：隔离或融合？ 

 三．公共空间分析 

1．城市规划：以男性标准为的空间组织方式。 

2．校园的性别空间 

3．空间的生产性——如何形塑新的性别空间 

四．性别与表现空间  

1. 男性的表现空间（古代男性追求三不朽：立德、立功和立言）： 

当代男性的表现空间：竞技体育、财经和高科技领域 

2.女性的表现空间（中国古代妇女的三不朽：写作、教子、宗教） 

讨论：当代女性的表现空间…… 

本讲主要知识点： 

（1）空间的性别结构；（2）职业的性别隔离 

能力培养要求： 

打破刻板性别定型的观念，重新认识男女两性的职业发展空间； 

能够根据性别与职业发展理论，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图景； 

学习未来如何取得职业和家庭生活的平衡。 

   行动干预设计：创造性别友好的社会空间 

第四讲 性别再表现 

一、语言中的性别呈现 

1.汉语中性的性别呈现 

2.英语语言中的性别歧视 

3.“出口成脏”的性别化分析： 

二．媒体中的性别再表现 



媒体如何表现不同性别和性别关系？又如何呈现的性别？ 

１.性别失衡的媒体 

２．媒体之刻板印象制造 

３.女性成为欲望对象：广告中被物化的女性 

三、 理论分析框架 

1. 文化研究（定性的方法） 

豪尔的制码(encoding)、解码；３种解码方式 

2. 内容分析的手段 

内容分析的３种形式：３个目标 

3.文本分析的方法 

四．思考与分析 

 

 

 

 

 

 

 

 

 

 

 

 

 

 

 

 

 

 

 

 

1.实例分析与思考：广告是否影响你对自我和性别的看法？ 

2. .刻板印象能否改变?.刻板印象如何改变？ 

3 分析广告模式，挑战性别偏见 

本章主要知识点： 

传播、制码与解码、刻版印象、文化规范； 

什么是性别刻板印象？刻板印象的正负功能；性别刻板印象是如何制造的？ 

能力培养要求： 

通过广告分析，认识了解大众传媒是如何制造、传播刻板印象的； 

通过案例分析，分析性别文化的建构过程； 

一种关注：沉默的群体如何发声？传统陈旧的观念如何改变？ 

作业：书写女性—— 提高平凡女性生命知识的“能见度” 

第五讲  身体、权力与性别篇 

一．身体是什么？ 

血肉之躯、器质性的身体、工具性身体、魔鬼的身体、皮相之我、主体

性的身体； 

规训性身体、支配性身体 、镜像身体、沟通性身体  

二．身体的表现、改造与驯服 

1.对身体的控制和调配以及在社会空间的身体表现都体现着特定的权力关系 

2.在社会性别建构中有着重要意义的“区别”，是从男女不同的有关身体的仪式不

同的训练开始。 

3.身体的内在控制和外在表演 

三．身体与性别政治 

1.性暴力、塑形、整容、性产业…… 



 

 

 

 

 

 

 

 

 

2.身体消费 

鲍德里亚：身体——“最美的消费品” 

将消费身体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拜物逻辑与“解放的

神话”。 

四．对身体的暴力 

1.从“小脚”、到 “束胸”； 塞塔.伦吉拉的割礼 

2. 性暴力：征服与践踏 

本章知识要点 

讨论与思考： 

为什么说，身体既是“阶级禀赋的载体”，也是社会性别可以被看作是被全面性别

化加码的载体？ 

第六讲  性别与审美 

一．性别化的审美观照 

1．看与被看：审美中的心理不对称现象 

 

 

 

 

 

 

 

 

 

 

 

 

 

 

 

 

 

 

【名画分析】看与被看：苏珊娜与长老的故事 

2.对“凝视”理论的反拨 

二．美的标准与价值 

1.美的时代性、民族性； 

2.谁决定了时代美女? “西风东渐”现象 

三．美丽对女性的价值 

   1.女性为什么“与自己身体为敌”？ 

      2.“学霸”和“女神”：颜值与智慧孰重要 

      3. “美丽经济学”与审美暴力 

四．警觉、抗争和新表达 

1. “风景“与 目光”——有关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讨论 

2.警觉：警惕在美的名义下的“审美暴力”  

3.抗争：找回女性审美主体性 

4.新表达：坚持美的多元性、内在美的外化 

五．（参考）如何看待身体的残缺？（“残疾学”简介） 

本章主要知识点：审美的主客体关系、凝视与被凝视、审美暴力 

能力培养要求： 

（1）理解女性美（谁在看？谁被看？——观赏和被观赏；谁在说？（2）谁决定了

美女的标准？女性为谁而美丽？美丽对女性的价值） 

（3）冷静面对“美丽经济”的压力（警觉女性美被观赏化和商业化；警惕在美的

名义下的“审美暴力”） 



 

 

 

 

 

 

 

（4）通过讨论学习：美的发现与新表达、审美主体的再建构 

本章思考题： 

1.如何看待人造美女的涌现？ 

2.怎样理解今天的女性已成为“美的载体”? 

3.怎样看待“美丽经济”？ 

第七讲  两性之间．亲密关系 

一．两性交往与亲密关系 

两性交往 ABC 

二．关于爱情 

1．爱情是什么？２．爱情“姓”什么？（目的）3．爱情为什么？（价值） 

三．爱情故事的性别分析 

1. 灰姑娘和白蛇传：东西方爱情传奇的性别意涵： 

2. 日剧、韩剧和美剧中的亲密关系比较 

 四．恋爱与婚姻中的两性不等式 

1. 两性不等式（离异富翁征婚、鹤发红颜的“老少恋”、“甲女丁男”…… 

2. “剩女”现象 

五．婚姻中的性别关系 

1.介绍社会学有关理论：发展理论、互动理论、结构功能理论、交换理论、冲突理

论 

2.协商与沟通：亲密关系的保持与更新 

3.家庭现代变迁中的性别关系 

第八讲  课堂讨论 

“我经历、我感受、我发言、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分享”  

——讨论性别的社会与文化的热点议题 

——分享本课程学习的体会 

对学生要求：（具体要求已在各讲中提出） 

总体要求：观察、参与、分享 

教    

材 

自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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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课堂讨论占 30%， 

期末课程论文占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