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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基于家庭视角的儿童双性化人格教育研究

张　艳，徐　东

（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四川南充　６３７０００）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双性化人格教育已经被认定为较为理想的性别教育模式。双性化人格是一种集男性和女性优点于

一身的性别模式，更符合现代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家庭作为儿童早期成长的重要环境，家长及家庭环境对儿童双性化人

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家庭中实施双性化人格教育势在必行。要求家长摆脱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束缚，因性施

教，鼓励儿童向异性学习，增加父亲参与教育的时间，为儿童营造一个幸福平等的家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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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拉图曾说过，很早的时候，人都是双性人，身

体像一个圆球，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后来从中

间被劈开了，所以，每个人都竭力找回自己的另一

半，以重归完整。我们兴许觉得不可理解，但现在想

来，两个孤立的性别都是有缺陷的，结合起来才是一

个健全的人性。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完善，双性

化人格教育逐渐被认为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性别教育

模式，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

人格和心理特征，这是一种超越传统性别分类，更具

有积极潜能的理想类型，而绝非一般带有否定和扭

曲含义的所谓“不男不女”的同义语。例如，当今网

络流行语“暖男”，即是对具有双性化个性的男性的

评价。在美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双性化家庭教育

理念便已经开始流行；而我国的多数家长现在还残

留着保守刻板的性别角色模式，严重阻碍了儿童个

性健康全面的发展。家庭作为儿童成长最初的也是

最重要的环境，家庭教育对儿童人格形成起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例如，父母对性别的认识偏差、父母的

性别特质、父母参与教育的程度以及家庭氛围都在

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儿童双性化人格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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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双性化人格教育的认识和理解

（一）双性化人格教育的理论依据

关于双性化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近百年前。

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费洛伊德首先提出了“潜意

识双性化”的概念，后来新精神分析的代表人物荣格

在他的集体潜意识理论中提出人类的集体潜意识，

包括男性潜意识中的女性倾向———ａｎｉｍａ（阿尼玛）

和女性潜意识中的男性倾向———ａｌｌｉｍｕｓ（阿尼姆

斯）两个原型，说明人类天生具有双性化的生理和心

理特征。［１］

１９６４年Ａ．Ｓ．Ｒｏｓｓｉ正式提出了“双性化”概念，

她指出所谓的双性化即指个体同时具备传统观念所

推崇的传统男性化和传统女性化特质，并认为相对

于传统的单一性别模式而言，人类可以同时拥有传

统男性和传统女性的人格特征，双性化是最具社会

适应特点的性别角色模式。［２］

１９７４年，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贝姆根据这个概

念，提出了与传统性别角色模式截然相对的两个假

设：⑴许多个体是双性化的，他们既具有男性化特质

也具有女性化特质；⑵与其他类型的个体相比，双性

化个体具有更好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他认为，男性

特征和女性特征是人格的两个独立的维度，人的性

别角色分为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和未分化四种类

别。［３］然而他最大的贡献则是设计了测量双性化的

心理量表———贝姆性别角色量表，这是第一个用来

测量相互独立的性别角色的测验工具，为进一步的

双性化人格研究提供了条件。

（二）双性化人格教育的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在丰富的

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开展双性化人格教育成为社会发

展的必然趋势。双性化人格冲破了传统社会性别分

类的枷锁，是指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混合和平衡，是更

有发展潜能的人类范例。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双性

化人格是一种综合的人格类型，双性化个体往往同

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兴趣、爱好、能力、需要、性格等

心理特征，尤其在气质方面具有男性和女性的优点

和长处。双性化人格教育是相对于传统的单性化人

格教育而言的，它摒弃单性化人格教育的种种缺陷，

是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它已经被证明是一种较为理

想的性别教育模式，是迎合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教

育理念。美国心理学家曾对两千多名男孩女孩做过

调查，结果发现：双性化人格的个体在各方面往往都

能处于优势地位：（１）过于男性化的男孩和过于女性

化的女孩，往往智伤和情商都较低，出现偏科现象，

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２）具有双性化人格的个体性

格发展的更加完善，兼有温柔、细致等气质的男孩，

或兼有刚强、勇敢等气质的女孩，往往受到教师和同

学的喜爱，而且双性化人格的儿童更加自信，性格更

加活泼开朗。（３）在心理健康水平方面，双性化者心

理健康水平最高，其次是男性化、女性化和未分

化者。［４］

在我国，关于双性化人格教育的研究起步较晚，

我国学者多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对双性化人格进行

研究，验证进行双性化人格教育的可能性，提出相关

的培养策略。在李少梅的调查中，有双性化人格取

向的总人数为６６人，占被调查人数的１９．４％（不足

１／５），而美国大学生则占１／３，在我国，系统全面地

开展双性化人格教育的政策、可操作方案很少，［５］故

而我国开展双性化人格教育可谓任重道远。

二、影响双性化人格形成的家庭因素

双性化人格不是儿童先天就具备的，而是在先

天遗传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环境影响形成起来的。

而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儿童接触的第一环境，父

母在孩子性别意识形成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

用。其中父母对性别的认识偏差、父母的性别特质、

父母参与教育的程度以及家庭氛围对儿童双性化人

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１．父母的性别定型观念

性别定型观念也叫性别的刻板印象，是指社会

上对某一群体的特征所作的归纳、概括和总结，它是

存在于人类头脑中的一些固定看法。其主要特征

是：对社会人群的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分类方式，在同

一社会文化或同一群体中，刻板印象具有相当的一

致性。［６］性别刻板也叫性别偏见，是人们对男女特征

的固有印象，它表明了人们对性别角色的期望和看

法，人们认为勇敢、坚强、竞争属于男性；温柔、体贴、

可爱是女性特征。例如，人们说他不像男孩或说她

是假小子，就是用性别刻板印象来评价某个男性或

女性。儿童早期性别社会化主要受家庭影响，父母

会自觉不自觉的将成人世界的性别规则传递给儿

童，并塑造其子女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规范要求，变

成典型的男性化或女性化。如果父母过早的将性别

特质传输给孩子，就会限制儿童的自由发展。由于

受传统性别定型观念的影响，父母有意无意的也会

对儿童采取不同的教养方式，对男孩的教育大多是

严厉的，对女孩的教育则偏于保护性，这就直接影响

了儿童双性化人格的形成。

２．父母的性别特质

父母的性别特质是指父亲母亲所表现出的与社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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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性别角色的定义相一致的行为反应方式，是社

会对男女行为的要求和期望。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

习理论，个体的行为是通过对榜样的观察学习获得

的。在个体性别角色形成中，父母是子女的榜样，子

女会模仿与自己同性别的父母。［７］儿童在于父母日

常相处过程中，父母的形象为个体提供参考和模仿

的榜样，儿童有意无意的学习父母的思想品质、个性

特征、情感、兴趣爱好，勇敢果断的母亲以及温柔体

贴的父亲这样具有双性化性别特质的父母更有利于

儿童形成双性化人格。

３．父母参与教育的程度

现今我国的家庭，因长期受“男主外女主内”观

念的影响，父亲总是忙于工作，将教育儿童的任务交

给母亲，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为家庭提供经济

支持，忽视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事实上，父亲

独特的性别特征、思维方式、社会角色，以及教养方

式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儿童性别角色的形成。

随着性别角色社会化程度加深，父亲身上的统治力、

权威性和生存能力反过来又会帮助儿童高效掌握社

会规范，获得良好的社会反馈。［８］有些父亲即使认识

到了这一点，但参与的质量却不高，他们没有掌握科

学育儿的方法和技巧，将对孩子的教育等同于简单

地陪孩子玩耍和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９］孩子长期

和母亲在一起，这就导致男孩过于女性化，女孩更加

女性化，父亲的长期缺失，不利于儿童双性化人格的

形成。

４．家庭氛围

家庭氛围是一个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及

其所营造出的人际交往情境和氛围，对儿童来说，家

庭是其成长的首要环境因素，因此，家庭氛围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着儿童的心理品质及人格的发展。家庭

氛围包括家长的文化素养、行为习惯、生活态度、思

想境界以及性格气质等，这些都会对儿童产生潜移

默化的影响。父母对性别角色的正确认识以及文化

素养为儿童双性化人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是更好

的教育儿童的先决条件。在完整的家庭中，儿童会

有自己的性别认同对象，可以从父母身上获得个体

关于男性和女性各自适应的行为方式，在单亲家庭

中，儿童由于缺乏完整的榜样形象，很容易在性别角

色确认上出现“男性女性化”或“女性男性化”。儿童

早期生活中的情感经历极为敏感，因此，家庭成员之

间的关系对儿童双性化人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讲，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氛围，就有什

么样的儿童人格。和睦的、平等的、相互关心、相互

配合的家庭氛围让儿童在无形中感受双性化人格的

魅力，帮助儿童提高对双性化人格的认识。

三、家庭中双性化教育的具体实施策略

（一）摆脱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束缚

自古以来，东西方文化中都存在着“男女有别”

的观点。成人们往往把勇敢、坚强、控制欲等贴上男

性标签，把温柔、善良、细心等这些性格特征贴上女

性标签。其实在现实中，这些性格既可以表现在男

性身上，同时也可以表现在女性身上，并没有男女之

分，而且具有双性化人格的人会更受欢迎。双性化

性格模式已经被认为是较为理想的性别角色发展模

式，双性化个体没有严格的性别角色的限制，是儿童

应该拥有的健全人格。对于儿童来说，男孩子也可

以体贴、温柔、细心，女孩子也可以坚强、勇敢，所以，

性格不分男女，只要是有利于儿童健全人格形成的

性格特征都应该被认可。只有具备了双性化人格的

女孩子将来会更加独立、知性，男孩子会更加体贴、

温柔，这样的儿童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父母作为

教育的主导者应该从传统的性别角色印象中走出

来，转变观念，摆脱成人世界里原有的性别框架，树

立正确的性别角色观，形成双性化性别意识，认识到

双性化教育的优越性，使每个儿童都有更加自由、广

泛的的发展空间，形成健全的人格。父母应该避免

把儿童培养成典型的大男子和小女子。因此，父母

在对待女孩子的时候，虽然需要更加呵护，但同时也

应该鼓励她要勇敢、果断，遇到困难要勇于面对，而

不是一味躲在父母身后，因为总有一天她要长大，离

开父母的怀抱。父母在教育男孩子要勇敢、坚强、有

责任心的同时，也要鼓励他学着体贴他人，关心

他人。

（二）因性施教

理想的双性化教育要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基础上

进行，生理因素是两性存在的物质基础，不同性别的

儿童在心理上、行为上具有先天的差异，儿童的性别

角色教育应该尊重个体的这种先天差异，在发挥儿

童自身性别优势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其人格特征。

尊重这些差异实质上就是承认男女两性在社会生活

中有一些不能相互替代的独特价值。基于此的性别

角色期待是对男女儿童未来发展权与选择权的平等

要求。一个个体应该既具有男女之共性，又具有男

女之个性，既可以摆脱性别角色的束缚，又不失性格

本色。有研究表明：２岁儿童已能明确说出自己的

性别，５岁对自己性别恒常性基本形成。所以，家长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这个阶段，首先，要引导

儿童树立一个正确的性别角色观念，让孩子清楚明

白自己的性别，并了解相应性别应具备的一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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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对自己性别认同并内化的基础上，对其实施

双性化教育。例如，通过衣着，游戏扮演上让儿童了

解自己，并让儿童参与异性的主要游戏活动，玩异性

典型的玩具。［１０］如果忽略了儿童的性别差异，不遵

守儿童性别角色发展规律，片面要求其向异性学习，

就会发生认同偏差或者性别畸形，最后适得其反。

男生说话细声细气，动作扭扭捏捏；女生装扮中性，

言行粗犷泼辣，从而男孩不像男孩，女孩不像女孩

的，这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邯郸学步的故事：许多

男孩就像那个学步的邯郸人，女性的阴柔之风学到

了，而自己看家的本钱———男孩的阳刚之气却丢失

了。许多女孩亦是如此。因此，因性施教是培养儿

童双性化人格的基础。

（三）鼓励孩子向异性学习

同伴的榜样作用不容忽视，无论男孩还是女孩

都应该在发挥自己性别优势的基础上向异性同伴学

习，克服自己性格上的缺陷。男孩子有勇敢、坚强优

点，女孩子有体贴、温柔的优点，如果他们之间相互

学习，更加有利于双性化性格的形成。但有些家长

不愿自己的孩子和异性玩耍，女孩子的家长通常害

怕自己的孩子受到男孩子的欺负，而男孩子的父母

又怕自己的儿子因为和女孩子玩耍被同化而遭到同

性的排斥。其实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家长不应该

为了莫须有的理由阻碍儿童人格的完善，异性身上

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品质，父母应该鼓励孩子与异性

玩耍，增加男孩女孩接触的机会，让他们通过自然而

然的接触发挥自己性别优势的同时，克服自己性格

上的缺陷，促进人格的完善。例如，女生可以和男生

一起探险，一起参加有挑战性的活动，培养女孩勇敢

坚强的个性；男孩可以和女生一起玩过家家，养成细

心体贴的性格。

（四）鼓励父亲参与教育及营造幸福平等的家庭

氛围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重要环境，对儿童人格的形

成有重要作用。父母应努力创造一个两性平等互助

的家庭氛围，同时也应该清楚自己所扮演的性别角

色。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参与缺一不可，长期与母

亲相处，儿童更为阴柔，与父亲长时间相处，阳性特

质又比较明显。据统计，现在大多数的家庭中都以

母亲教育为主，但事实上，父亲参与对儿童性别角色

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儿童需要同时向父

母学习才能形成健全的人格。父亲不应该成为儿童

教育的旁观者，而要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加强

父亲的角色扮演，从而促进儿童正确性别角色的获

得。［８］父母日常的生活行为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儿

童对性别角色的宏观概念，所以，父母要尽量避免过

分男性化或过分女性化，发挥榜样作用。父亲也可

以打扫卫生，做家务，母亲也可以出去工作，营造一

种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的家庭氛围，这种家庭的内部

互动让儿童在无形中感受双性化人格的魅力，有利

于其双性化个性的塑造。

随着时代的发展，双性化教育逐渐被认为是一

种较为理想的性别教育模式。男女作为两个不一样

的性别，天生具有差别，但如果过分放大两者的差

别，甚至在两性中建立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将男女

限制在划定好的框框内，就会限制他们智力、能力和

个性的健康发展。家庭作为儿童人格形成的重要环

境，父母应该多陪伴孩子，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从

生理上和心理上正确引导孩子，摆脱以往陈旧的性

别角色模式，转变观念，努力将子女培养成具有双性

化人格的优秀人才。但需要注意的是，鼓励孩子向

异性学习不能过头，否则就会出现“娘娘腔”和“假小

子”中性化人格，这就会与双性化教育的初衷背道

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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