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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性别意识教育对就业的影响 

——以湖南高校为例 

彭娟 

（湖南女子学院会计系，湖南长沙，410004） 

[摘要] 对湖南女大学生性别意识教育对就业的影响进行了调查，通过湖南女子学院的个案分析，分析研究 

湖南女子学院的基本状况、女性学科的课程体系、性别意识教育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最后提出加强女大学生 

性别意识教育促进就业的措施， 通过加强现代社会性别意识教育， 加大对女大学毕业生的个性化的就业指导， 

对女大学生性别心理问题的调适，以帮助其增强未来的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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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毕业生 

的就业率不断下降， 就业压力在不断增大。 从 1998 
年国家招生规模扩大以后，全国高等学校本专科 

毕业生 101 万人；2013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规模为 699 万人， 比 2012 年增加 19 万人， 是 1998 
年高校毕业生的近  7 倍，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 

势复杂严峻。而高校女生所占的比例，从 1964 年 

到 2011 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这个期间大概上升 

了 1 倍，2011 年女大学生比例是 51.14% [1] 。接受 

了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到了不平 

等的待遇和性别歧视，教育并没有消除性别不平 

等。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坚持男女平等、保障妇女 

儿童合法权益的基本国策。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罗曼•罗兰也曾经说过：无论男女，只要谁有进 

取的精神，谁就取得成功。性别意识作为现代社 

会意识形态领域重要内容之一，其强弱与科学程 

度对女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作为高校来讲，性别意识的教育培养显得 

尤为重要。因此，加强女大学生性别意识教育， 

能够有效地提升女大学生就业率。 

一、湖南女大学生性别意识教育对就业影响的 

调查 

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选取了湖南电气职业技 

术学院等  4 所院校采取开放性问卷形式，从  2013 
年 3 月到 2013 年 4 月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了 420 

名应届女毕业生，回收有效问卷 411份，有效率为 
98%，具体调查情况分析如下所示（表 1）： 

表 1 湖南女大学生性别意识教育对就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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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女大学生性别意识已被启蒙但需深化教育 

为了了解湖南女大学生对性别概念的认识情 

况，问卷直接设计了“你知道什么是性别意识”的 

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 23.1%的女生不知道什么是 “性 

别意识” ； 只是听说过 “性别意识” 一词占到 57.3%； 

对其有所了解的占 19.6%。这说明湖南女大学生已 

对性别意识这个新型概念有所知觉，但认识理解的 

层次还处于较浅显的层面。 

（二）女大学生普遍敏觉性别歧视但传统观念 

依然牢固 

问卷中对用人单位不招女生的看法一题的统 

计结果显示，女大学生敏觉到不招女生的现象中含 

有性别歧视成分，对性别歧视现象有较为普遍的敏 

觉 [2] 。但清晰认识到此条款存在性别歧视含义的比 

例为 22.3%。她们甚至比较理解用人单位因性别结 

构失衡、工作环境不适合女性等原因不招女生的举 

措。这说明湖南省女大学生对现代性别意识内涵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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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层次的知觉，而传统性别观念依然牢固，对女 

性在体力上的差别和女性不宜“抛头露面” ，女性 

要受呵护，不宜做辛劳的事务等性别不平等观念的 

本质缺乏知觉，绝少有女生反思“男性占绝大多数 

的单位为什么不会因为性别比例失衡而不招男生” 

的现象。 

（三）女大学生对性别不平等现象缺乏敏觉和 

深层认识 

传统性别意识中还存在着将女性外貌商品化 

的问题，认为女性更适合如礼仪、迎宾、商品模特 

等纯表达性职业，因此，有些单位针对这样的工作 

岗位标明只招女生这样隐含性别不平等观念的条 

件 [3] 。所以本调查还特别设计了“你如何看待用人 

单位只招女生”的问题，结果显示，在这个隐含着 

更严重性别歧视内容的问题上，女大学生的敏觉度 

非常低。在问卷中可以理解的占到 73.6%，这说明 

对该深层性别问题女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认识能力。 

二、湖南女子学院性别意识教育促进就业案例 

分析 

（一）湖南女子学院的基本状况 

湖南女子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 1985年的湖南女 

子职业大学， 2010年 3月 18日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 

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学校现有教职员工  506 人， 

其中教授、副教授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192人， 

博士、硕士 287人。学校现有在校学生 8 000多人， 

设有 9 个系、30 多个本专科专业。湖南女子学院重 

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重视女性气质的 

培育，重视性别意识教育，办学特色明显。近五年 

来，毕业生就业率每年都在 90％以上，学校连续十 

年被评为“湖南省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 

（二）构建具有湖南女子学院特色的专业体系 

从女性的心理、生理特征看，女性性情温和， 

较男性更加细腻。在就业选择方面，女性倾向于智 

力型、服务性、轻便型、稳定型的职业。从我国经 

济结构的转型趋向看，劳动的技术内涵日趋丰富， 

智力成分不断增强，特别是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 

为女性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女性特征与经济转 

型的撞击，引发出湖南女子大学在专业设置上的新 

思考。学校根据适合女性性别特征、适合女性求职 

倾向、适合女性人才市场需求的基本原则，重新调 

整专业结构，构建具有女校特色的专业体系。近几 

年增设了服装表演、形象设计、播音与主持、幼教 

与家政、电脑美术设计、酒店管理、商务英语、英 

语教育、音乐表演与管理等十几个紧贴女性、紧贴 

市场、紧贴社会的专业，为进一步适应女性就业与 

专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形成独具特色的女校专业体 

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构建女性学科的课程体系，加强性别意 

识教育

近年来，湖南女子学院女性专业学科体系建设 

大步前行，女性学科体系日益完善。目前已开设与 

妇女、性别相关的课程有《女性学》《女性心理学》 

《女性社会学》《妇女思想史》等。近年来，学校 

在性别意识教育与女性学专业、性别研究与女性文 

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等领域成绩显 

著。在全校范围开设的女性学课程，被评为省级和 

国家级精品课程，女性学教学团队被评为湖南省优 

秀教学团队。 

构建女性学科的课程体系，注重教学反馈，不 

但开设与本课程相关且反映学科现状与发展的选 

修课，如“女性与文学”“女性心理与健康”等课 

程， 帮助学生了解专业发展，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而且加强课程的管理和评估机制，在每个学期结束 

之时，发放课程评估问卷，了解学生的需要以及教 

师的工作态度，落实教学改革成果。 

现从事《女性学》课程教学的教师共  11 人， 

其队伍结构如下：其中教授 4 人（占 36％）；副教 

授 3 人（27%）；已有博士学位与在读博士的教师 5 
人 （占 45％）； 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 7 人 （占 63%）； 
3645 岁的教师  5 人（占  45%）；35 岁以下教师  5 
人（45%）。2011 年学校申报了女性学本科专业， 

现已通过省教育厅批准。湖南女子学院加强性别意 

识教育，强化女性学知识的学习，有助于明确女大 

学生自我责任，提升学习能力和自身素质，有利于 

争取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 

（四）加强性别意识教育就业成果显著 

学校始终以加强性别意识教育为切入点，以培 

养高素质女性人才为己任，以女性充分享受高等教 

育权益为宗旨。在大学生就业难，女大学生就业更 

难的今天，湖南女子大学的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欢 

迎。几年来，一次性就业率达 90％以上，用人单位 

对毕业生的满意率达 96%以上。学校性别意识教育 

提高了该校学生的素质，吸引全国许多优秀企业到 

校揽才。从湖南女子学院  2014 届毕业生就业活动 

一览表可见一斑（表 2）。 

三、加强女大学生性别意识教育促进就业的 

措施 

（一）加强现代社会性别意识教育，提高女大 

学生的综合素质 

从湖南女子学院的个案分析成功经验来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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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要自觉主动地开展现代社会性别意识教育，开设 

课程，进行相关实践活动。加强对女大学生性别意 

识教育，着力引导女大学生转变择业就业观念，增 

强其求职能力和竞争技巧，以社会实际需要和本人 

能力相结合，激发女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其创 

新精神、提高她们的实践能力，最终培养出符合时 

代要求的、社会需要的创新型和创业型人才。 

表 2 湖南女子学院 2014届毕业生就业活动 

活动内容 时间 活动内容 时间 

2014  届毕业生 

“招聘月”活动 
11.1012. 10 

2013 年艺术类 

专场招聘会 
11.29 

2013  湖南企业 

联合校园招聘会 
10.25 

湖南省普通高 

校 2014 届女大 

学生供需见面 

洽谈会暨湖南 

女子学院  2014 

届毕业生供需 

见面会 

12.13 

2013  年师范类 

专场招聘会 
11.15 

考研、公考讲 

座系列活动 
11.111.10 

（二）加大对女大学毕业生的个性化的就业指导 

本着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我们应对女大 

学毕业生进行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对优秀毕业生要 

重点指导，向用人单位重点推荐，实现人力资源的 

优化配置；对于自身条件一般、性格内向、机会相 

对较少的同学，要较早地给予关注和指导，与她们 

一起分析自己的特点，扬长避短，找到适合自己的 

职业目标；对于在择业时受到性别歧视的女同学， 

我们一方面帮助她们进行心理调试，鼓励她们增强 

信心，指导她们适当调整择业目标，避开热点，同 

时与用人单位沟通，使其转变观念。对于传承传统 

社会性别观念较深，存在消极、自卑、行为偏离主 

流的女大学生，要进行现代社会性别意识专题教育 

和讨论， 以纠正观念而改善她们的择业就业行为 [4] 。 

（三）女大学生性别心理问题的调适 

要帮助女大学生建立性别的正确观念，剔除传 

统性别的无意识行为；促使女大学生打破精神枷 

锁，提高现代性别意识的敏觉力和自觉力；消除其 

依附心理，形成其独立自主精神；将个人理想与社 

会理想均衡融合为一体；用现代性别意识而不是女 

性主义眼光看待权利与平等，自觉加入男女解放、 

共同进步的当代文化观念建设的潮流中去。 

（四）在政府的扶持和法律的约束下，改变企 

业对女大学生的性别歧视 

首先， 企业应当通过产业升级、 增加研发投入、 

引进高层次人才梯队等方式扩大对高等教育人才 

需求，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来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 

平，提高劳动力生产率以及提升企业文化；第二， 

企业应当消除传统性别观念，在雇佣过程以及企业 

内部对男性与女性劳动者给予平等对待，给予女性 

平等的竞争机会、薪酬福利待遇以及工作晋升机 

会；第三，企业应该通过严格科学的考核体系以及 

合理的筛选机制消除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状况， 

从而构建一个公平透明的人力资源培养模式与环 

境 [5] 。 

（五）女大学生从自身角度出发，应当建立合 

理的职业预期 

对女大学生来说，在选择工作时，应当充分考 

虑自身状况与需求，合理评价不同职业对于女性的 

内在价值，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收集，对整 

体及细节状况有深入了解，从而做出有利于自身的 

就业决策；在进行毕业选择时，应充分考虑自身兴 

趣爱好以及未来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可以通过选 

择继续深造的方式来规避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或 

者寻求其他途径如转换专业的方式来增强自己未 

来的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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