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2, 12(1), 109-114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021  

文章引用: 张晶晶. 早期美国女性高等教育中性别隔离现象研究[J]. 教育进展, 2022, 12(1): 109-114.  
DOI: 10.12677/ae.2022.121021 

 
 

早期美国女性高等教育中性别隔离现象研究 

张晶晶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收稿日期：2021年12月5日；录用日期：2022年1月4日；发布日期：2022年1月11日 

 
 

 
摘  要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怀揣将男女平等引向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女性高等教育登上美国高等教育历史

舞台，女子学院、男女同校制大学以及附属于大学的女子分院是其早期教育形式。文章基于两性视角，

运用文献法分析，论述美国女性高等教育缘起，女子学院和男女同校制大学的兴衰史，比较不同教育形

式下女性学生的教育境遇，分析性别隔离的真实与伪象。研究发现平等并不是给予男女性学生一致的教

育内容，而是以尊重性别的天然差异为前提，在此基础上给到个体真实所需，以此为当代高等教育提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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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erican female higher education originated in the 1930s, from the form of women’s college to 
coeducation and affiliated college for women, regarding real society justice within gender as its 
ultimate goal.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with using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e origin of American female higher educa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wo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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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and coeducation, compares the plight of female students and then exposes the truth and 
fake of the gender segregation in those two. It is found that the equality is not to give male and fe-
male students the same education, but to respect the natural differences of two genders as the 
premise, and then to give individuals the real needs on this basis,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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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西方大学在成立之初，是为了培养为教会和国家服务的人才而存在的，而这些职业以及与职业相应

的高等教育都与当时的女性无关，她们只能接受到一些博雅教育。从政治和法律角度看，美国建国初期，

《独立宣言》和《宪法》没有确认妇女和黑人的权利，女性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们无法进入传统大学；

从社会认知角度看，女性群体普遍被认为其智力弱于男性，同时她们相较于男性偏弱的体能也使得她们

被认为无法承受高等教育带来的身心压力；从社会角色角度看，女性被社会定义的价值是在家庭中相夫

教子，没有资格像男性一样在社会中担任由主流价值观所定义的高价值职业，也因此造成她们容易被男

性和社会角色钳制[1]。这些历史资料表明在女性高等教育出现之前，两性在高等教育面前是被分化与隔

离的。 
Benjamin Rush 是最著名的女性教育提倡者，1787 年他在其论文《关于妇女教育的思考》中提出女性

接受教育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表现，这对于建立美国民族性意义重大[2]。18 世纪 90 年代，美国开展了

一场关于女性教育的大辩论，支持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有识之士在辩论中强调平等主义思想和美国女性

的社会作用。虽然这些声音逐渐被社会听见，但在现实中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历程却仍是困难重重[3]。
1848 年 7 月纽约州塞内卡福尔斯和罗彻斯特女权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女权运动开始在美国蓬勃开展。由

此，世界各地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女性主义运动。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

潮提出女性也应该拥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一时期的运动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19 世纪

以后，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唤起了对知识的需要。伴随着政

治、经济、文化和追求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们的双重力量推动下，美国女性高等教育开始逐渐登上历

史舞台，不论是消除教育中的性别隔离抑或更宏观的社会层面的性别不平等，都成为当时社会的发展目

标之一。 
早期美国女性进入高等教育主要有三条途径，第一条途径是以 18 世纪学园(Academy)的创立与扩展、

19 世纪早期研讨班(Seminary)的兴盛，以及最终以 19 世纪后半期女子学院的发展而展开的；第二条途径

则是伴随着男女同校教育的实验展开的[4]；第三条途径是传统大学内专门为女学生开办的单独学院，以

这种方式提供女性高等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通常被称为男女分院制大学[5]。本文基于男女平等的某一视

角——性别隔离，以美国女性在高等教育中获得的教育本质为比较标准，来探讨女子学院和男女同校制

中“性别隔离”的伪象与事实：女子学院是否真的加深了性别隔离？男女同校制是否真的有助于消除性

别隔离？抑或强化了男女角色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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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子学院性别隔离假象 

2.1. 女子学院的起源 

当女性高等教育在美国兴起，女性学生最初以学园和研讨班的途径展开对于高等教育的争取[6]，直

到 19 世纪 30 年代，由玛丽·里昂创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院——蒙特·霍利约克学院(Mount 
Holyoke Seminary)。女子学院发端于美国东部地区，最初只有该机构对女性学生开放高等教育，不过发

端时期的女性高等教育与同时期美国正规的高等教育仍有很大差别。也就是说虽然当时女性拥有争取进

入高等教育的途径，但是她们仍旧没有被高等教育环境真正接纳。直到 1850 年蒙特·霍利约克学院完全

采用男子学院的办学标准，女子学院才算是真正进入了高等教育的范畴[7]。玛丽·里昂之后，社会广泛

认可了女子学院这一特殊的教育形式，在进步主义运动的作用下，美国兴建了大批的女子学院，大量女

性通过这一途径进入高等教育。 

2.2. 女性学生在女子学院的境遇 

女子学院的教育目标主要是为女性提供与男性同样的教育，通过哲学和经验来完善女性的智力，使

她们获得文理教育并将其应用于自己所希望的生活中[8]。因此，它们的课程设置充分尊重和考虑女性的

生理和心理特点，充满人文关怀；它们的学习氛围自由，更是不存在性别歧视之说，以保证女性学生获

得充分的人格尊重，这种环境促进了女性学生性别角色社会化。 
在女子学院中，女性学生可以学习所有领域的知识，包括在男女同校制大学可能只允许男性学生去

学习的知识，同时女子学院的性别环境避免了男女学生之间的竞争可能，使得女性学生有更多的时间用

以自我成长。在那个环境里，管理者和教职人员也都是女性，这为女性学生提供了榜样作用，告诉学生

她们也可以有机会成为这样的社会角色，这开阔了她们生活和职业的视野。且女性学生被鼓励在未来职

业选择上，打破固有的性别界限，没有所谓“男性做的事情”或者“女性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女子学院不是为了将一个女性培养成具备男性化人格的个体，它们的教育以保有其天性为根

本[9]。 

2.3. 女子学院存在形式上的性别隔离 

虽然社会广泛认可了女子学院的教育形式，但是这类学院从形式上来看是只为女性学生设立的教学

场所，虽然其中也有男性学生，但是数量很少，这种男女有别的割裂感令公众感觉到它似乎存在固化性

别隔离的可能。美国 1972 年颁布的《教育法第九篇修正案》承诺联邦政府对于一切教育活动的财政支持

不允许存在性别差异，导致女子学院在本身资金来源尚不稳定的情况下更难获得额外资助，可见政府也

认同女子学院是具有性别差异的教育活动。 
公众认为真正的消除性别隔离意味着男女学生可以在同样的环境中接受同样的教育，没有为某一性

别专门设立的场所，这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Lucy Stone 在 1856 年举办的妇女权力大会上发表了这

样的言论：“我们只需稍等时日，哈佛和耶鲁就会接收女生。当这些大学在等待观望之时，无数的女子

学院像雨后春笋般出现，预示着公正的高等教育应当给予妇女。然而这些女子学院是无法满足时代需要

的，它们最终都会消失[10]。”由此番言论可见，社会普遍认为男女同校代表了民主、自由、开放、较为

健全的人际关系[11]，是文明的本质特征，所以从 19 世纪早期到 20 世纪 70 年代，男女同校的形式一直

被视为女性赢得与男性一样的受教育机会的标志性成果以及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途径[12]。在公众看来，

男女同校制意味着在其中的男女学生可以接受一模一样的教育，因此具有同等的就业机会，女性的学习

能力也得以被证明，推翻了之前认为女性智力弱势或无法承受学业压力的说辞。因此当时社会普遍认同

男女同校制大学是消除女子学院的性别隔离，推动教育公平和社会角色公平的稳定路径。于是有识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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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因为女子学院的存在与兴盛而停止对于女性教育公平的追逐。即使女性学生在学院内部受到了尊重

其女性人格的高等教育，但是公众仍旧将希望寄托于男女同校制大学的建立。 

3. 男女同校制性别隔离真相 

3.1. 男女同校制的起源 

女子学院发端之际，男女同校制大学也在悄然出现，1837 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招收了 4 位女性学生，成为了第一所实现男女同校的高等教育场所。该学校变更模式的初衷也

并非为打破性别隔离的僵局，而是由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弱于东部地区，导致该地区的

高校无法承担建立男女学生分离高校的费用，于是他们通过招收女性学生来缓解他们的办学经费压力；

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社会氛围相对开放，西部的女性较东部也更独立，这也促进了男女同校制出

现的可能[13]。1872 年左右开始，男女同校制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的蓬勃发展，是伴随着女子

学院的陨落而来的，一方面女子学院缺乏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比起女子学院，女性学生选择男子学校

的意愿更强。 

3.2. 女性学生在男女同校制大学的境遇 

在最初的男女同校阶段，也就是 19 世纪 30 年代至 20 世纪上半叶，女性学生出现被同校的环境边缘

化的现象：校方对女性学生的入学人数加以控制，课程存在明显的性别隔离，许多课外活动禁止女性学

生加入，很多精英男子学校本科部禁止男女同校。因此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之前，男女同校教育是有限的，

不完全的[14]。然而即使如此，到了 19 世纪末，采用男女同校制的高校比例竟然超过了全美高校总数的

70% [15]，可见当时男女同校制在即使边缘化女性学生的情形下也依然成为了美国女性进入高等教育的

主流途径。 
随着女性学生人数的不断增长，学校开始更改课程设置，出现了一些仅适合女性学生的课程。和女

子学院相比，在男女同校制大学中，女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偏向女性化特质的课程，而鲜少去学习

物理和数学这类与科技命脉相关的课程。这种差异的影响反映在劳动力市场，因为高薪产业一般都出现

在这些领域，如果女性不能在这方面实现和男性的平等地位，那么他们可以获得的社会成就就会低于男

性，这也使得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力量会相应处于弱势状态，随即又反作用于男女同校制大学中的女

性学生能否获得足够的自由与尊重。 
从女子学院到男女同校制大学，在社会主流教育形式转变的过程中，部分传统大学还尝试过男女分

院制。受到社会对于男女同校要求的压迫，不愿意接收女性学生的大学表面上允许女性学生入学，实际

教学过程中，另外单独设置女校。一方面，这个被额外建立的女校及其女性学生并没有获得和本校一致

的认可度和关注度；另一方面，女性学生在教育过程中既没有获得女子学院提供的自由和尊重，也没有

接受到和男性学生同等层次的高等教育。 

3.3. 男女同校制大学存在本质上的性别隔离 

中男女同校消除了形式上的性别隔离，但却强化了普遍认为的性别刻板印象，女性学生人格中的女

性化特质更突出，同样的，男性学生人格中的男性化特质也更强，而当时的社会主要由男性化特质主导

价值判断，这阻碍了女性发挥其人格力量，影响了其自我价值感。这些影响明显地表现在女性学生的成

就方面，Elizabeth Tidball 的研究指出女子学院的毕业生在艺术、人类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攻

读博士学位的比例明显高于男女同校制大学；在名人录上获得题名的女性比率也远远高于男女同校的学

生[16]。美国国家数据库的调查结果也证实，女子学院的毕业生有更高的教育抱负，更有可能获得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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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更有可能追求非传统的职业，更有可能在事业上取得卓越成就[17]。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

女子学院更倾向于鼓励和支持女性学生追求学术，而在男女同校制大学中，这些鼓励和支持往往被更多

地给予男性[11]。可见，男女同校制大学中仍旧存在性别隔离的情况，而且是隐性的，而这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才被女性主义者们所揭示，她们表示男女同校并没有实行真正的男女一样的教育，男女同校

不仅没有消除性别不平等，而且是性别不平等的根源之一[12]。 
之后美国教育界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学校管理者多为男性，也就是说男性用男性化的思维

和认知主导了男女同校制教育中关于两性教育的观念。大部分教师透露对女性职业抱负存在着有意识或

无意识的矛盾心理；在大多数学术界，女性仍是第二性别。 

4. 结语 

美国女性教育的历史是一场在非正规机构和正规机构中，从边缘到主流的持续努力。由于女性的需

求似乎无关紧要、不值一提，而且她们的智力也备受质疑，她们很少受到大学的欢迎。作为对于这种情

况的应对，她们发展出了一种双管齐下的分离主义方法。于是女性创建了自己独立的机构，同时她们从

未放弃打开传统教育之门的努力。 
与“努力”相映照的必然有艰难的现实。正如《Taking women seriously: Lessons and legacies for 

educating the majority》一书中分析的结果，男女同校制大学的性别中立不会产生有利于促进妇女获得最

佳教育结果的教育环境[17]。男女同校在宏观表现上确实消除了性别隔离，它将两性安置到同一教育环境

中，看似符合社会对于男女平等的期待；但是从微观上看，女性学生在男性价值观主导的学习环境中失

去自我成长的话语权，反而要依附于男性的价值观生存，实则使性别隔离获得了强化。而且正因同校制

的形式被广泛需要和认可，也就失去了变革的内在动力。反观女子学院，可以提供女性学生更多的自由

和人格尊重，却因形式上存在性别隔离而遭受巨大的前进阻力。女子学院与男女同校制大学“彼长此消”，

毫无疑问地，男女同校制的蓬勃发展和主流化给女子学院带来一记又一记重创，也内隐地给男女平等施

加了负性力量。社会所否定的女子学院中存在的性别隔离，实则是伪像，而在没有隔离的男女同校制大

学中，却暗含了性别隔离的真相。对于性别隔离的去伪存真，究竟去了怎样的伪，又存在怎样的真，值

得思考。 
子曰“和而不同”，所以以人的立场尊重男女两性，不只是给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就够了，也不是追

求所谓的一模一样完全一致，而是尊重两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站在男性视角去谈论女性的弱，而是

不带评价地接纳两者的不同，不同不代表无能。在男权社会，社会价值由男性定义，因此笔者看来对于

女性而言最深刻的教育在于教会女性如何尊重自身的性别。尊重自身的性别意味着看见和认同自己所属

性别群体的价值，这个价值可能是合乎社会主流的也可能是相背的，但是违背主流不是错误，因为主流

不等于标准。标准应该源自女性自身对于自我的定义。就像 Babara Miller Solomn 认为，“不应该告诉那

些年轻女性把目标定得太高，不要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女超人’，这样的建议只会增加女性学生自身的

不确定性和冲突。相反，应该让学生意识到存在各种各样的成就，而不是把某些传统的道路视为失败的

标志。不是每位女性都会成为妻子或母亲，也不是每位女性都会拥有职业”[15]。对于女性个体来说，独

立有着不同的定义，自我定义将延续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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