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
第36卷 第7期

July 2020
Vol.36 No.7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农村幼儿性别角色发展的现状调查研究

——以山西省运城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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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3-6岁农村幼儿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法考察山西省运城市355名农村幼儿性别角色发展的现状。研究表明：

农村幼儿中双性化（40.6%）和未分化（39.2%）性别角色所占比例最高，均显著高于男性化（10.7%）和女性化（9.6%）；幼儿的年级、

性别与性别角色类型分布显著相关；幼儿的性别、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幼儿独生与否、幼儿的留守状态对农村幼儿的性别

角色特质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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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n the Status Quo of Gender Role Development of Rural
Preschoolers

— A Case Study of Yuncheng, Shanxi Province
LIANG Wei

（Depart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Yuncheng Preschool Normal College, Yuncheng 044000,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sampled 355 rural preschoolers aged 3-6 in Yuncheng, Shanxi Province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gender role by questionnaire.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proportions of the
androgyny (40.6% ) and undifferentiation (39.2% )account for the largest, which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proportions of the masculinity (10.7% ) and feminization (9.6% );the preschoolers’ grade and gender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gender role types;the preschoolers’gender, parents’education level, being an only
child or not and left-behind state hav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ir gender role traits.
Key words: rural areas; preschoolers; gender role

一、问题提出

性别角色是社会规范和他人期望对男女两性的

行为模式的要求［1］435 。不同的社会文化对男性和女

性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我国的传统文化受性别角色刻

板印象影响较深，通常认为女性应承担生育者和养育

者（表达性角色）的责任，应该善良、细致、顾家、敏感、

耐心、温柔，男性应承担保护家庭和养家糊口（工具性

角色）的责任，应该独立、自主、勇敢、坚强、富有创造

性和竞争性。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是一种二元对立

观，假设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是单一维度的两个

极端。Bem于1974年提出了新的性别角色模型［2］4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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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假设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是人格特质的两

个相互独立的维度，由此将性别角色分为四种类型，

分别是双性化、未分化、男性化和女性化。Bem认为

任何性别的个体都可以用心理双性化来描述，既具有

典型的男性化特质也具有典型的女性化特质，是两种

特质的综合和平衡；男性化和女性化是典型的单性化

性别角色，属于传统的性别角色观；未分化的个体既

不具备男性化特质也不具备女性化特质。国内学者对

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双性化个

体的确存在，是比单一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更健康的人

格特质，是最理想的性别角色类型。

3-6岁是幼儿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同时

也是幼儿教育工作者进行性别角色教育的关键期。

检索关于学前儿童性别角色研究的相关文章，大多集

中在对教育经验的总结、分析和探讨上，实证调查研

究较少，且研究对象均为城市幼儿，尚未发现以农村

幼儿这一特殊群体为被试的实证研究。鉴于此，本研

究以3-6岁农村幼儿为被试，考察农村幼儿性别角色

的发展特点及家庭环境因素对其的影响，以期为农村

幼儿性别角色的发展提供实证依据，拓宽性别角色的

研究范围。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山西省运城市4所农村幼儿园的401名

幼儿为研究对象，其中普惠民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

各1所，公办幼儿园2所。本研究共收回有效问卷355

份，被试分布情况见表1。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卢勤、苏彦捷于2003年修订的Bem

性别角色量表，根据受试者自评是否具有社会赞许的

男性化或女性化性格特质来评价其男性化和女性化

程度，是最常用的测量性别角色的工具，具有良好的

信度和效度［3］。修订Bem性别角色量表包括39个条

目，每个条目按1—7级评分，由完全不符合（1分）到完

全符合（7分）来描述幼儿与该性格特征的符合程度，

均为正向计分题。该量表包括两个维度，14个题目的

男性化量表（M）和12个题目的女性化量表（F），此外

还有13个中性题目，中性题目为问卷的干扰项，不做

计分考虑。由于幼儿语言和认知的局限性，无法进行

文字问卷的测验，国内学者张晗采用Bem性别角色量

表测量幼儿的性别角色，结果表明在使用时进行自评

和他评的结果一致性较高［4］，因此本次调查选择对幼儿

最了解的家长进行他评测量。在本研究中，男性化量表

的Cronbach的α系数为0.873，女性化量表的Cronbach

的α系数为0.869。

（三）施测过程

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采用集体施测的方式，每班

由一名主试和四名助手负责。先由主试宣读指导语

和答题要求，确信幼儿家长清楚后开始填写问卷。本

次调查中许多农村幼儿为双留守幼儿，幼儿的直接抚

养者为祖父母，部分祖父母的识字率较低，填写问卷

存在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由主试或助手采用一对一的

问答形式帮助家长填写问卷。

（四）数据处理

本研究数据处理采用SPSS21.0进行描述性统计、

卡方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类型的基本情况

统计农村幼儿在分量表上的得分，男性化量表

（M）的中位数为5.00，女性化量表（F）的中位数为

5.42。根据Bem性别角色量表的计分标准，利用中位

数分类法将被试分为不同的性别角色类型［3］，M≥5.00

且F≥5.42为双性化，M≥5.00且F<5.42为男性化，M<

5.00且F≥5.42为女性化，M<5.00且F<5.42为未分化。

由表2可知，在农村幼儿中，双性化和未分化性

别角色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40.6%和39.2%，总和

高达79.8%，男性化和女性化所占比例较低，分别为

10.7%和9.6%，四种性别角色类型之间的比例接近

于4:4:1:1。非参数卡方检验的统计结果表明农村幼

儿性别角色四种类型的分布差异显著（X2=125.642，

p<0.001），两两比较后发现双性化和未分化的比例均

显著高于男性化和女性化，双性化和未分化、男性化

和女性化之间差异不显著。

1.不同性别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类型的差异

性别角色四种类型的分布在农村男幼儿中从高

到低依次为未分化（43.6%）、双性化（33.1%）、男性化

（13.8%）、女性化（9.4%）,而在农村女幼儿中从高到低

依次为双性化(48.3%）、未分化（34.5%）、女性化

（9.8%）、男性化（7.5%）。

为考察性别与性别角色类型分布的关联性，对其

进行独立性卡方检验，结果显示X2=10.253，p=0.017，

男

女

合计

小班

59

51

110

中班

58

54

112

大班

64

69

133

合计

181

174

355

表1 被试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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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农村幼儿的性别与性别角色类型分布之间存在

显著关联，在女性化上男女比例相当，在未分化和男

性化上男幼儿比例高于女幼儿，但是差异不显著，在

双性化上女幼儿比例高于男幼儿并且差异显著。

2.不同年级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类型的差异

由表3可知，在小班幼儿中，未分化（48.2%）性别

角色所占比例最高，将近一半的人数，双性化（28.2%）

所占比例次之，男性化所占比例为15.5%，女性化最

低，仅为8.2%。在中班和大班幼儿中，双性化（48.2%、

44.4%）性别角色所占比例最高，未分化（36.6%、

33.8%）所占比例次之，女性化所占比例为8.0%和

12.0%，男性化最低，仅为7.1%和9.8%。

为考察年级与性别角色类型分布的关联性，对其

进行独立性卡方检验，结果显示X2=14.773，p=0.022，

表明农村幼儿的年级与性别角色类型分布之间存在

显著关联，未分化性别角色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逐

年下降，在大班阶段最低，但仍高达33.8%，各年级之

间下降差异不显著；男性化和女性化比例分别呈下降

和上升趋势，各年级之间差异不显著；双性化比例先

上升后下降，小班到中班的上升显著，中班到大班的

下降不显著。

（二）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特质在人口学变量上的

差异

1.不同性别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特质的差异

以性别为自变量，男性化量表和女性化量表为因

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农村女

幼儿的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均高于男幼儿，且均

达显著性水平。

2.不同年级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特质的差异

以年级为自变量，男幼儿和女幼儿的男性化、女

性化量表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5

所示，年级对农村幼儿的性别角色特质无显著影响。

3.父母受教育程度不同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特质

的差异

农村幼儿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父亲和母

亲中大专及本科学历仅占7.6%（27人）和5.9%（21

人），高中或中专学历占26.5%（94人）和34.4%（122

梁薇：农村幼儿性别角色发展的现状调查研究

表2 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类型的分布情况

双性化

男性化

女性化

未分化

男性（N=181）

频数N

60

25

17

79

所占比例（%）

33.1

13.8

9.4

43.6

女性（N=174）

频数N

84

13

17

60

所占比例（%）

48.3

7.5

9.8

34.5

总体（N=355）

频数N

144

38

34

139

所占比例（%）

40.6

10.7

9.6

39.2

表3 不同年级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类型的分布

双性化

男性化

女性化

未分化

小班（N=110）

频数N

31

17

9

53

所占比例（%）

28.2

15.5

8.2

48.2

中班（N=112）

频数N

54

8

9

41

所占比例（%）

48.2

7.1

8.0

36.6

大班（N=133）

频数N

59

13

16

45

所占比例（%）

44.4

9.8

12.0

33.8

合计（N）

144

38

34

139

男性化特质

女性化特质

男（N=181）

4.90±0.86

5.25±0.82

女（N=174）

5.08±0.83

5.54±0.75

t

-2.032

-3.466

P

0.043

0.001

表4 不同性别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特质的差异

表5 不同年级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特质的差异

男幼儿（N=181）

女幼儿（N=174）

男性化特质

女性化特质

男性化特质

女性化特质

小班（N=110）

4.73±0.87

5.09±0.79

4.93±0.77

5.35±0.67

中班（N=112）

4.94±0.79

5.32±0.72

5.21±0.78

5.66±0.64

大班（N=133）

5.00±0.90

5.31±0.91

5.08±0.91

5.58±0.85

F

1.594

1.551

1.599

2.537

P

0.206

0.215

0.205

0.08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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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显著高于非独生女幼儿。

5.不同留守状况下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特质的差异

农村幼儿的父母外出打工比例偏高（58.9%、

45.1%），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的双留守幼儿占41.1%

（146 人），仅父母一方外出打工的单留守幼儿占

21.7%（77人），非留守幼儿占37.2%（132人）。以农村

幼儿的留守状况为自变量，男幼儿和女幼儿的男性

化、女性化量表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如表9所示，不同的留守状况在男幼儿的男性化特质

和女性化特质上的差异显著，双留守幼儿高于单留守

幼儿且高于非留守幼儿。通过多重比较发现，在男幼

儿的男性化特质上，非留守与双留守幼儿（p=0.001）、

单留守与双留守幼儿（p=0.022）之间的差异显著；在男

幼儿的女性化特质上，非留守与双留守幼儿（p=0.014）

之间的差异显著，双留守男幼儿的男性化特质和女性

化特质显著高于非留守幼儿。

四、讨论

（一）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类型的基本情况

由调查结果可知，在农村幼儿中双性化（40.6%）

人），初中及以下学历高达65.9%（234人）和59.7%

（212人）。以农村幼儿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为自变量，

男幼儿和女幼儿的男性化、女性化量表为因变量进行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6、表7所示，父亲受教育

程度在男幼儿的男性化、女性化特质上差异显著，母

亲的受教育程度在男幼儿的男性化、女性化特质和女

幼儿的女性化特质上差异显著。

4.独生与否下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特质的差异

以农村幼儿独生与否为自变量，男幼儿和女幼儿

的男性化、女性化量表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

验。结果如表8所示，幼儿独生与否在农村女幼儿的

男性化特质上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女幼儿的男性化特

表6 父亲受教育程度不同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特质的差异

男幼儿（N=181）

女幼儿（N=174）

男性化特质

女性化特质

男性化特质

女性化特质

初中及以下（N=234）

4.79±0.92

5.14±0.90

5.04±0.86

5.51±0.77

高中及以上（N=121）

5.08±0.72

5.43±0.63

5.16±0.76

5.60±0.70

t

-2.206

-2.607

-0.859

-0.762

P

0.029

0.010

0.391

0.447

表7 母亲受教育程度不同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特质的差异

男幼儿（N=181）

女幼儿（N=174）

男性化特质

女性化特质

男性化特质

女性化特质

初中及以下（N=212）

4.78±0.88

5.12±0.81

4.98±0.82

5.43±0.77

高中及以上（N=143）

5.07±0.80

5.43±0.80

5.20±0.83

5.70±0.68

t

-2.311

-2.557

-1.741

-2.316

P

0.022

0.011

0.083

0.022

表8 独生与否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特质的差异

男幼儿（N=181）

女幼儿（N=174）

男性化特质

女性化特质

男性化特质

女性化特质

独生（N=78）

4.83±0.81

5.26±0.86

5.42±0.76

5.66±0.75

非独生（N=277）

4.92±0.88

5.25±0.81

5.01±0.84

5.51±0.75

t

-0.654

0.039

2.414

0.987

P

0.514

0.969

0.017

0.325

表9 不同留守状况下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特质的差异

男幼儿（N=181）

女幼儿（N=174）

男性化特质

女性化特质

男性化特质

女性化特质

非留守（N=132）

4.69±0.82

5.06±0.77

5.03±0.84

5.43±0.74

单留守（N=77）

4.73±0.68

5.32±0.71

5.03±0.81

5.53±0.75

双留守（N=146）

5.14±0.90

5.39±0.87

5.16±0.85

5.64±0.75

F

6.093

3.185

0.455

1.223

P

0.003

0.044

0.635

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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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角色的幼儿最多，同时存在稍低但差异不显著的

未分化（39.2%）幼儿，双性化和未分化显著高于单性

化（男性化10.7%和女性化9.6%），四种性别角色类型

之间的比例接近于4:4:1:1。双性化幼儿的比例最大

与以往的一些研究结果相一致［5-7］，未分化、男性化和

女性化的比例差异与现有的研究结果都不一致［5-9］。

调查结果不一致可能来源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地区所

产生的经济、文化、教育上差异，也可能来源于城市与

农村之间的差异。双性化性别角色所占比例最多而

单性化所占比例最少，表明传统的性别角色二元对立

观对农村幼儿的影响逐渐变小，幼儿逐渐从性别角色

刻板印象的局限中得到解放，既拥有独立、自主、勇

敢、坚强、富有创造性的男性化特征，也拥有善良、细

致、顾家、敏感、耐心、温柔的女性化特质，性别角色更

加开放和多元，形成了更多美好的个性品质。未分化

性别角色的比例偏高，占将近四成。从形成阶段而

言，3-6岁是幼儿性别角色开始形成的时期，一些幼儿

的性别角色正在发展，社会化尚未完全形成；从影响

因素而言，家庭、幼儿园等社会环境是影响幼儿性别

角色形成的重要因素，农村幼儿的教育环境具有较大

的特殊性，在某些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可能导致

幼儿性别角色知识和性别角色榜样的缺失，从而影响

性别角色特质的形成，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性别角色发展与自身性别相一致的幼儿，农村男

幼儿（双性化和男性化）占自身比例的46.9%，农村女

幼儿（双性化和女性化）占自身比例的58.1%，共占全

体幼儿比例的52.4%，超过一半以上。性别角色异性

化［10］幼儿，女性化男幼儿占自身比例的9.4%，男性化

女幼儿占自身比例的7.5%，仅占全体幼儿比例的

8.5%。以上数据表明大多数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的发

展与自身的生物性别基本一致，只有少数幼儿表现出

性别角色异性化现象，幼儿的生物性别在先天因素上

影响着性别角色的发展。我国的传统文化倾向于鼓

励幼儿形成与自身生物性别相一致的性别角色和行

为，即所谓的“正常人”，而将性别角色异性化现象视

为消极的、异常的甚至扭曲的、变态的，甚至用含贬义

的“娘娘腔”、“假小子”等词语来形容性别角色异常的

幼儿。事实上，作为一种与男性化、女性化相同的单

性化性别角色，性别角色异性化的确有其不足和缺陷
［10］，家长和幼儿园教师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此现象，

重视但非歧视，要在尊重幼儿独特个性的基础上进行

双性化教育，促进幼儿双性化个性的形成。

性别差异在未分化、男性化、女性化上均不显著，

在双性化上达显著性水平，表明农村女幼儿的双性化

人格发展显著优于男幼儿，这一结果与儿童心理发展

特点在性别上的差异相一致。一般而言，女孩的社会

化发展水平早于且优于男孩，在性别角色社会性的发

展上女孩同样优于男孩。从小班到大班，农村幼儿男

性化性别角色比例下降，女性化升高，未分化逐年降

低，差异均不显著；双性化性别角色比例先上升后下

降，小班到中班显著上升，中班到大班下降差异不显

著。表明从小班到中班是农村幼儿双性化性别角色

发展的快速期，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及社会性的迅

速发展，农村幼儿关于性别角色的知识经验迅速增

加，其性别角色逐渐发展为双性化这一最佳的模式；

双性化比例在中班到大班有所下降，原因在于5-7岁

幼儿对性别角色的认识非常刻板，必须严格遵循传统

的性别角色标准，因而限制了与自身性别不一致的性

别角色特质的发展。此外，未分化性别角色的比例虽

逐年降低，但是在大班比例仍然高达33.8%，需要引起

家长和幼儿园教师的重视，采取有效的教育措施促进

幼儿的性别角色从未分化向双性化人格发展。

（二）农村幼儿性别角色特质的差异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幼儿的性别角色特质在不同

年级上无显著差异，发展较为稳定。农村女幼儿的男

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均显著高于男幼儿，表明在性

别角色社会化上女孩优于男孩，性别差异显著。

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幼儿的性别角色特质越

高。对农村幼儿的家长进行调查了解发现，与初中及

以下学历的父母相比，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父母与孩子

的情感沟通良好，乐于陪伴孩子且陪伴质量较高，具

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重视并主动规划儿童

的生活和教育，拥有较为开放的性别观，更易于接受

双性化的性别角色教育理念，因而幼儿的男性化特质

和女性化特质水平均更高。调查结果同时发现，父亲

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男幼儿的男性化、女性化特质

均有显著影响，仅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女幼儿的女性

化特质有显著性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农村幼儿的

父母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大专及本科学历的父母比

例仅占7.6%和5.9%，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父母比例高

达65.9%和59.7%，他们的育儿观、教育观受限于自身

的生活环境，而现在的农村依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重

男轻女思想，父母将精力和资源多放在男孩的教育

上，忽视女孩的成长和教育，因此父母受教育程度为高

中及以上的女幼儿，其性别角色特质高于父母受教育

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女幼儿，但是差异大多不显著。

农村幼儿父母外出打工比例偏高，许多幼儿的直

接抚养者为祖父母。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父母虽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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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在孩子身边，相比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父母，仍旧更

加关心儿童的生活和成长，尽其所能给孩子更好的教

育。农村幼儿祖父母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教育观念较

为落后，他们通常只关心幼儿的吃、穿、用、行等日常生活，

相对忽视幼儿的教育。有研究表明，由文化水平较高的

祖父母抚养的留守幼儿各方面的发展仍旧很好［11］。可

见，受教育程度所影响的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教育

观念、开放程度是影响幼儿发展的重要因素。

独生与否对男幼儿的性别角色特质无显著影响，

原因可能在于农村家庭普遍重男轻女，无论独生与否

都非常重视男孩的成长和教育，其性别角色特质无显

著差异。独生女幼儿的男性化特质显著高于非独生

女幼儿。独生女幼儿的父母只有一个女儿，对女儿的

成长有着很高的期待，希望孩子独立、果断、坚强、有

责任心、富有竞争力，因而在教育上更注重培养女幼

儿的男性化特质，相对忽视其女性化特质的培养，即

教育的男性化，这种家庭教育方式的差异导致独生女

幼儿的男性化特质更高。

在性别角色特质上，无论男幼儿还是女幼儿，双

留守幼儿高于单留守幼儿，单留守幼儿高于非留守幼

儿，但是仅在男幼儿中，双留守幼儿的男性化特质显

著高于单留守幼儿和非留守幼儿，女性化特质显著高

于非留守幼儿，表明留守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幼

儿性别角色特质的发展。父母外出打工导致生活和

教育上的缺失给留守幼儿带来成长上的诸多不利，这

种不利首先表现在幼儿依恋关系的建立和情感的缺

失［12］，3-6岁又是情感、个性发展的关键期，留守幼儿

更加需要家长及周围成人的关心和爱护，感情更加敏

感细腻，促进了女性化特质的发展；同时这种不利的

生活环境也给幼儿提供了机会，促使幼儿尽快地自我

独立、自我成长，很多留守幼儿学会了照顾自己和处

理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自主能力

显著提高，同时促进了其男性化特质的发展。这一研

究结果与现有的关于农村留守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研

究结果［12-13］并不一致，如周念丽的研究表明农村留守

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水平显著低于非留守幼儿，因此需

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留守状态对幼儿性别角色特质的

影响。

综上所述，3-6岁的幼儿阶段是性别角色发展的

重要时期，家庭、幼儿园是性别角色社会化的重要影

响因素。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开放程度低

且受传统性别角色二元对立观影响较大，对农村家长

和幼儿园教师的幼儿性别角色教育提出了更大的挑

战。家长和幼儿园教师应建立科学的双性化教育理

念，根据幼儿性别角色的发展特点采取有针对性且多

样化的教育方法。幼儿园教师更要考虑农村幼儿家

庭的特殊情况（如留守状态），与家庭通力合作，给幼

儿提供自由开放的教育环境和广阔多元化的发展空

间，在充分尊重幼儿独特个性的基础上促进幼儿双性

化性别角色的发展。此外，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修

订Bem性别角色量表主要用于受试者自评其性格特

质，尽管本此调查选择对幼儿最了解的家长进行他评

测量，其适用性需要进一步检验；本次调查表明留守

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幼儿性别角色特质的发展，

与现有的一些研究结果不一致，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

留守状态对幼儿性别角色特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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