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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材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分析
———以幼儿用书《幼儿园主题式课程》(春季版)为例

徐 莉1,莫 诗 逸2

(1.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江苏 南京210038;2.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广西 桂林541006)

摘 要:从目前我国广西幼儿园使用的教材中,选取14本幼儿用书,对其中的文字和图片等内容进行

性别刻板印象研究。结果发现:在“人格特质”“角色行为”“职业分工”和“外貌特征”(杜克斯和里维斯)4个维

度上,样本均存在性别刻板印象问题。希望通过这一研究,幼儿用书的编写者、出版机构以及幼儿园教师和家

长,都能关注、重视幼儿用书中的性别刻板印象问题,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也希望幼儿园教师在

选用教材时,更多地关注两性人物的共同点,努力传递性别平等的价值观,积极引导学前儿童形成正确的性别

角色观念。当人们不再以“性别”为基础界定人的社会属性时,男女两性才能发展出独立的人格,才能对社会

生活拥有真正自主选择的权利,进而更好地促进人的社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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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行动纲领》中,明确提出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理念[1],倡议

对社会性别的关注应成为所有人的责任,强调在政策或项目的设计、实施、监控和评估过程中,要增

强性别敏感性,并将此作为促进两性平等的一项全球性策略。

有研究表明,幼儿2~3岁后逐渐形成初步的性别意识。这一阶段的幼儿处于性别养成阶段,

也是性别观念发展的关键时期,很容易受所接触媒介传递的性别观念的影响[2]。家长为孩子准备

的各类玩具、服饰等也会间接地将性别观念传递给幼儿。因此,让幼儿时期的个体接受正确的性别

教育,对发展其未来的社交能力、家庭生活以及健全的人格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3]。经调查,幼儿

园中的幼儿用书是幼儿所接触的最主要、对幼儿影响最大的文化媒介载体。因此,幼儿园幼儿用书

的选用极为重要,对幼儿性别观念的建立会产生重大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起,教科书中的性别

角色研究逐渐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而其中的性别刻板印象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已有调查研究表明,不同性别角色所呈现出来的社会行为方式会对幼儿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

促使幼儿形成对两性社会文化作用的固定看法。这不利于幼儿获得性别角色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同时也影响了幼儿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发展。其中,“性别刻板印象”作为“刻板印象”的一种重要形

式而存在,是“人们对男性和女性性别属性有固定看法的一种心理倾向”。根据研究需要,本论文采

用杜克斯(Deaux)和里维斯(Lewis)对性别刻板印象的定义,即性别刻板印象是人们对男性或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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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格特质、角色行为、职业分工、外貌特征等方面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4]。

在杜克斯(Deaux)和里维斯(Lewis)的研究中,“人格特质”“角色行为”“职业分工”“外貌特征”

4个维度之间可以相互检测,但各维度对其他维度的预测能力不同。他们在1984年提出了成人性

别刻板印象成分属性(见表1)[5]。本文采用这一说法,从“人格特质”“角色行为”“职业分工”和“外
貌特征”4个维度对幼儿用书进行性别刻板印象的分析。

表1 成人性别刻板印象成分属性

男性 女性

人格特质
独立、积极、竞争、果断、不轻易放弃、自信、
能够承受压力、有优越感

情感丰富、能够全心全意关心别人、温柔、善
良、善解人意、理解他人、友好、对他人有帮

助

角色行为
一家之主、家庭收入主要来源者、领导者、负
责家中的修理工作

情感支持的来源者、打理家务、照顾孩子、洗
衣做饭、负责家中的装饰

职业分工
卡车司机、保险代理、电话安装员、化学家、
城市规划者

职业辅导员、电话接线员、教师、护士

外貌特征 高大、强壮、肩膀宽 轻言细语、娇美、柔软、举止优雅

  本文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幼儿园主题式课程》(春季版)系列幼儿用书为调查样本。该套

教材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指定公办和民办幼儿园使用的幼儿园教材之一,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幼儿园内使用较为广泛,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为更好地分析该套教材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使研究具有可行性,特从系列用书中抽取14本以人(包括有明确性别的动物)为主角的幼儿用书

(小班4本、中班5本、大班5本)作为研究对象,对14本幼儿用书中的性别角色从“人格特质”“角
色行为”“职业分工”和“外貌特征”4个维度进行分析,以期了解其中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问题。

在14本幼儿用书中,每本书都包含着以图片或文字形式出现的小故事。其中,故事中的主要

人物形象及其角色行为,决定了这个故事对幼儿产生的实际影响。考虑到不同性别在故事中担当

主角可能对幼儿产生不同的影响,故对14本幼儿用书中,担任主角的频率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

同时以文字和图片形式出现的人物性别故事一共有69个(小班21个、中班20个、大班28个);没
有明确性别主角的故事3个(小班1个、中班2个)。以下将从“人格特质”“角色行为”“职业分工”和
“外貌特征”4个维度,对这72个故事中的不同性别人物进行分析,探究其中的性别刻板印象问题。

一、不同性别角色在“人格特质”维度上存在性别刻板印象

在72个图文并茂的故事中:男性作为主角的故事一共有45个(小班15个、中班16个、大班14
个),女性作为主角的故事一共有24个(小班6个、中班4个、大班14个),没有明确性别主角的故

事有3个(小班1个、中班2个);正面的人格特质一共出现193次,男性的正面人格特质一共出现

了117次占61%,女性的正面人格特质一共出现了76次占39%;负面的人格特质一共出现了64
次,男性的负面人格特质一共出现了46次占72%,女性的负面人格特质一共出现了18次占28%。

(一)男性正面的人格特质出现频率高于负面的人格特质

男性正面人格特质在14本书的72个故事里一共出现了117次,其中,出现较多的人格特质分

别是“聪明”(14次)、“知错能改”(8次)、“乐于助人”(7次)、“敬业”(5次)等;男性负面人格特质在

书中共计出现46次,其中,出现较多的人格特质分别是“无礼”(6次)、“调皮”(5次)、“懒惰”(3
次)、“骄傲”(3次)等。由此可知,男性正面人格特质出现的频率高于负面的人格特质出现的频率,

且体现的人格特质更为集中和丰富,说明幼儿用书中塑造的男性角色在人格特质这一维度上,存在

性别刻板印象问题。



(二)女性正面的人格特质出现频率高于负面的人格特质

女性正面的人格特质在书中一共出现了76次,其中,出现较多的人格特质分别是“慈爱”(8
次)、“善良”(6次)、“乐于助人”(5次)、“懂礼貌”(3次)等;女性负面的人格特质在书中一共出现了

18次,其中,“调皮”“暴躁”“凶狠”等负面的人格特质各出现了2次,其他负面人格特质均只出现1
次。由此可见,女性正面的人格特质出现的频率高于负面的人格特质,且体现的人格特质更为丰

富,说明幼儿用书中塑造的女性角色在人格特质这一维度上,存在性别刻板印象问题。

根据男性正面的人格特质出现频率高于负面的人格特质和女性正面的人格特质出现频率高于

负面人格特质这两点分析可知:在“人格特质”这一维度上,同样性别角色正面和负面的人格特质均

存在性别刻板印象;不同性别角色的正面和负面人格特质也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刻板印象。相比之

下,在编写教材过程中,编者对男性人格特质的塑造更为突出、具体、丰富和集中,人物出现的频率

也更多,对女性人格特质的塑造较为简单、分散,既不明显也不突出。因此,幼儿用书对男性人格特

质的塑造比对女性人格特质的塑造存在更明显的性别刻板印象。

二、不同性别人物在“角色行为”维度上存在性别刻板印象

(一)对不同性别人物的角色行为进行分类统计

在所调查的14本幼儿用书中,有很多对人物角色行为的描述,为得到更清晰的结果,对文字和

图片中不同性别人物的角色行为进行了分类统计。

文字中:攻击性行为男性出现了5次、女性出现了1次;游戏行为男性出现了7次、女性出现了

4次;与艺术表现有关的行为男性出现了7次、女性出现了3次;与人际交往有关的行为男性出现

了43次、女性出现了17次;与劳动有关的行为男性出现了18次、女性出现了10次;其他个人行为

男性出现了17次、女性出现了15次。

图片中:攻击性行为男性出现了5次、女性出现了1次;游戏行为男性出现了13次、女性出现

了7次;与艺术表现有关的行为男性出现了4次、女性出现了3次;与人际交往有关的行为男性出

现了12次、女性出现了9次;与劳动有关的行为男性出现了13次、女性出现了8次;其他个人行为

男性出现了24次、女性出现了14次。

(二)对不同性别人物的角色行为进行分析

1.在攻击性行为方面,男性行为多于女性且更有暴力倾向

文字和图片显示,在攻击性行为方面,男性共计出现了10次,具体表现行为有“推挤”“怒吼”

“砸”“打鸟”“驱赶”“挥拳”“骂人”等,而女性出现攻击性行为仅有2次,具体表现行为是“推挤”。由

此可见,男性表现出来的攻击性行为次数多于女性且更具有暴力倾向。

2.在游戏行为方面,男性较女性活跃且更有冒险性

文字和图片显示,男性参与的游戏有“角色扮演”“荡秋千”“跳绳”“捉迷藏”“打排球”“放鞭炮”

“堆雪人”“捡贝壳”“踢球”“冲浪”“游泳”等多达十几种活动,而女性参与的游戏仅有“角色扮演”“跳

绳”“荡秋千”“放风筝”“捡贝壳”“砌城堡”“玩玩具”“游泳”等不足十余种活动。由此可见,男性参与

的游戏活动较女性更丰富、更有挑战性和刺激性。

3.在与艺术表现有关的行为方面,男性较女性稍显丰富

文字和图片显示,男性表现出的与艺术有关的行为主要有“画画”“做操”“拉琴”“跳舞”“唱歌”

“翻跟斗”“摄影”共计7种,女性表现出的与艺术有关的行为主要有“跳舞”“唱歌”“讲故事”“做操”

共计4种。由此可见,男性较女性所表现出的艺术行为稍显丰富。



4.在与人际交往有关的行为方面,男性较女性更具主动性

文字和图片显示,男性表现出的与人际交往有关的行为主要有“安慰”“照顾”“请客”“救人”“模

仿”“问候”等共计48种,远远多于女性所表现出来的相关行为(21种),且男性表现的这些与人际交往

有关的行为大多是自发的,主动性强于女性,显示出了男性在人际交往方面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5.在与劳动有关的行为方面,男性表现出的活动较女性更多且更有难度

文字和图片显示,男性的劳动行为主要有“采购”“建房子”“搬运”“抬水”“挑水”“爬树”“钻洞”

“凿门”“挖窗”“修剪花圃”“刷墙”“维修”等共计22种;女性的劳动行为主要表现为“做饭”“浇花”

“喂鸡”“种花”“打扫”“和面”“缝纫”“洗碗”等共计11种。由此可见,男性表现出来的劳动行为较女

性的劳动行为更多,且男性的劳动强度更大、劳动环境更为艰难,既需要体力又需要勇气,而女性的

工作相较来说更轻松、简单,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心。

6.在个人行为方面,男性与女性差异不大

文字和图片显示,男性与女性表现出的个人行为差异不大,只是对男性的个人行为刻画得更为

具体、形象一些,如“刮胡子”“吸烟”等更具男性特征。另外,男性表现出更多的“观察”“思考”“指

挥”等个人行为,而女性的行为则表现得偏文艺一些,如“打扮”“编花环”“许愿”等。

综上所述,从样本的文字和图片中可以看出,幼儿用书在“角色行为”这一维度上存在明显的性

别刻板印象。

三、不同性别角色在“职业分工”维度上存在性别刻板印象

调查样本中,不管是文字还是图片,对不同性别人物的职业都没有特别详细的描述,仅在称谓

上有所体现。由于图片对人物的职业表现得少且不明显,所以仅就文字中出现的不同性别人物的

职业进行分析。

书中的男性除了有“爸爸”“爷爷”“哥哥”“弟弟”等称谓外,主要从事以下几类职业(出现频次):

(1)普通劳动者,有医生(3次)、摄影师(1次)、工人(2次)、邮递员(2次)、教育者(2次)、裁判员(1
次)、农民(2次);(2)商人,有商店老板(1次);(3)领导者,有国王(1次)、官员(1次)。

书中的女性大多数没有明确的职业,多数是以“某男子”的妻子或母亲的身份出现,除了“妈妈”

“奶奶”“婆婆”等与称谓有关的描述外,主要有以下几种职业(出现频次):(1)普通劳动者,有邮递员

(2次)、教师(2次)、农民(2次);(2)超能力者,有魔法师(2次);(3)统治者:公主(1次)。

经分析发现,在调查样本中,不管是什么行业,女性以工作者身份出现的次数很少,甚至没有,

大部分女性都是以母亲的形象出现,同时伴随着做饭、做家务等行为,而男性则承担了社会中各个

行业的工作者角色,如医生、工人、官员、商人等职业,而女性除了在邮局和学校工作外,几乎没有表

现出职业分工。因此,从调查样本可以看出,幼儿用书在“职业分工”这一维度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刻

板印象。

四、不同性别角色在“外貌特征”维度上存在性别刻板印象

调查样本中的文字和图片对男女两性人物的外貌特征并没有特别详细的表述和描绘。相较而

言,文字主要用来描述人物的表情、外貌及整体形象,而图片则主要用来展现人物的服装、配饰、相

貌等方面。文字中对不同性别人物外表的描述虽然存在着差异,但由于文字太少,并不能说明问

题。从图片中,可以看出男性和女性在外貌特征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1)多数情况下,可以从服装或配饰中判断人物性别,人物为女性的最直接判断方法是人物穿

裙子,或者佩戴有蝴蝶结、发夹等明显的饰品;反之,则为男性。



(2)在图片中,男性人物的服装颜色多为单一的色调、样式更为简洁,而女性角色的衣着颜色更

鲜亮、样式更为复杂多变。

(3)男性和女性在配饰的使用上有明显的差异,且女性配饰较男性配饰在颜色上有更多的混合

色,色彩鲜艳、亮丽,种类繁多。

(4)在对人物角色的相貌描写方面,男性最突出的特征是有胡须,而女性最突出的特征是发型

多变(长发、短发、卷发、直发、编辫子、马尾发)。

综上所述,从“外貌特征”这一维度来说,幼儿用书由于文字描述过少,不能说明其存在性别刻

板印象。而图片中不同性别人物角色的造型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十分吻合,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夸

张成分,但仍然体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因此,调查样本显示幼儿用书中的图片在人物“外貌特征”

这一维度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刻板印象。

五、引导学前儿童形成正确的性别角色观念

“性别刻板印象”是教育领域当下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对幼儿用书中的内容进行性别刻板印

象的分析,能够了解教材是否存在性别刻板印象,对促进教材中性别问题的研究有积极的意义。本

文通过探究幼儿教材中是否存在性别刻板印象,发现幼儿用书在“人格特质”“角色行为”“职业分

工”“外貌特征”4个维度上,都存在明显的性别刻板印象问题。通过这一研究,可以提示:无论是幼

儿用书的编写者,还是幼儿用书的出版机构,或是幼儿园教师、幼儿家长,都应当关注和重视性别刻

板印象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尽可能消除性别刻板印象对幼儿性别角色社会化所产生

的负面影响。

科尔伯格认为:2~3岁的儿童能够正确分辨自己和他人的性别;3~5岁的儿童知道个体的性

别不会随着年龄、情境等发生变化而改变,同时会选择同性成人作为模仿对象;5~7岁的儿童能认

识到性别不会随着时间、情境、行为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并开始表现出与性别相适宜的行为,由此逐

渐形成个体的性别意识、态度和行为[6]。

根据科尔伯格的观点,在幼儿园小班的用书中,应当增加具有男性与女性生物特征的相关内

容,让幼儿了解男性与女性的生物性特点,使幼儿建立起清晰的性别认同意识;在幼儿园中班的用

书中,应当塑造不同性别角色的多元化人物形象,尽量避免性别刻板印象,巩固幼儿已有的性别观

念;大班是幼儿性别角色观念形成的关键阶段,幼儿用书应当帮助幼儿将准确的性别角色观念落实

到具体言行中,巩固幼儿性别意识与行为的同一性。

此外,教育部门在编写幼儿各类教材和读物的过程中,以及政府在拟定儿童发展纲要、规划时,

要充分考虑男女平等这一基本原则。教材编写者要树立性别平等意识,勿将旧有、落后的性别价值

观带入幼儿教材的编写中,要以平等的性别理念编写幼儿教材。具体而言,在编写和校订学校教材

和读物时,要注意男女两性比例的平衡;在编写和审定教材以及读物时,要增加女性出场的次数;在

校订、审查教材和读物过程中,要注意性别指标的搭配;在使用、评价现行教材和读物时,应对教材

和读物中有关性别偏见、歧视的内容进行清理,并编写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教材和读物。

幼儿教师在选择和使用幼儿教材时,应当具有性别敏感性,及时消除现行教材和读物中存在的

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目前,市面上充斥着一些关于性别教育的书籍,如《富养女孩穷养男孩的方

法》《教你做女汉子的一百种方法》《真正的男子汉》等,这些书籍都片面地强调了个体男性化或者女

性化的发展,割裂了两性之间的联系。教师要正确地看待这些书籍对学生的影响,在选择教材、读

物时要注意性别平等原则,充分尊重性别差异。当人们不再以“性别”为基础界定人的社会属性时,

男女两性才能发展出独立的人格,才能对社会生活拥有真正自主选择的权利,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的



社会化发展。

总而言之,对于正处于性别养成和性别角色发展关键时期的幼儿来说,成人应该努力传递性别

平等的价值观,对学前儿童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进行积极的引导,让儿童意识到男性和女性都有巨

大的潜力,可以并肩创造人间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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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GenderStereotypeinKindergarten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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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selects14childrensbooksfromthecurrenttextbooksusedinkindergarten,and
studiesthegenderstereotypesinthetextsandpictures.Theresultshowsthatfromthe“appearance”,
“rolebehavior”,“occupation”and“characteristics”(DeauxandLewis,1984)fourdimensionsthere
aregenderstereotypesin14childrensbooks.Thewriters,publishers,kindergartenteachersandpar-
entsareexpectedtopaymoreattentiontothisissueandtoactivelyfindwaystosolvethisproblem
throughthisstudy.Kindergartensarealsoexpectedtopaymoreattentiontothesimilaritiesbetween
thegenders,andstrivetopassonvaluesofgenderequalitywhenchoosingtextbookstoactivelyguide
theformationofpreschoolchildrensgenderroles.Atthesametime,peopleareexpectedtonolonger
givesocialdefinitionandbondagebasedongender,sothatbothboysandgirlscandevelopaninde-
pendentpersonality,havetherighttochoosetheirownsociallife,andpromotethedevelopmentof
socializationinchildren.
Keywords:kindergartentextbooks;genderstereotypes;childrenstex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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