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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性觉察到了生活中的性别偏见。作为矛盾性别偏见的一个维度，

善意性别偏见是指表面上出于对女性关心照顾，实质是通过把女性固定在传统性别角色上限制女性发展

的一种负面态度。对于善意性别偏见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国内相对较晚。本文拟通过梳理和分析相

关论文，进一步增加心理学研究者对善意性别偏见的关注，拓展大众对性别偏见问题的了解，激发更深

的研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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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ontinuously women’s spirit awakening, more and more women come to realize sexism in their 
life. As a dimension of ambivalent sexism, benevolent sexism refers to a negative attitude that is 
ostensibly due to care for women, but restricts women’s development by constrain them in the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essentially. Research on benevolent sexism started earlier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is relatively late in China. This passage attempts to analyse and sort out relevant 
papers in order to increase psychology researchers’ attention to benevolent sexism, broaden pub-
lic’s knowledge about gender bias problem and inspire their deeper study interest.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0528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0528
https://www.hanspub.org/


冯少霞 
 

 

DOI: 10.12677/ap.2023.1310528 4201 心理学进展 
 

Keywords 
Benevolent Sexism, Literature Review, Female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善意性别偏见是对女性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态度，这些态度在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受限制的角色中

是性别歧视的，但在感觉基调方面主观上是积极的(对于感知者而言)，并且还倾向于引发通常归类为亲社

会的行为(Glick & Fiske, 1996)。国内涵盖善意性别偏见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社会学及统计学、心理学、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心理学和社会学及统计学是国内最早关注善意性别偏见的学科，它侧重于女性

职业生涯发展、亲社会行为、亲密关系、婚恋价值观、择偶偏好等方面的研究。调查的被试从青少年女

生到成年女性。到目前为止，各学科的研究均已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国外最早提出善意性别偏见

的是 Glick 和 Fiske 两位学者，他们在 1996 年提出矛盾性别偏见理论，该文章发表于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国外对于善意性别偏见的研究涵盖领域与国内相似，但是比国内更加广，起步更早。 

2. 文献统计及分类 

截止到 2022 年 9 月对国内 CNKI、万方等数据库输入关键词“善意性别偏见”进行精确检索，检索

时间跨度从 1996 到 2022 年一共获 64 篇文献，在斯普林格数据库中以“benevolent sexism”为关键词搜

索，共得到文献 1968 篇。从文献分布上看出，国内对于善意性别偏见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而国外的善

意性别偏见研究相对较成熟。国内自 2007 年起才出现善意性别偏见的相关研究，以华中师范大学陈志霞

教授为主要领军人物。2012~2017 年对善意性别偏见相关研究的文献较少。而到了 2018 年相关的研究数

量显著上升，近两年关于善意性别偏见方面的研究数量也呈现上升趋势。文献发表情况如图 1 所示，从

图中可以看出从 2017~2022 年善意性别偏见的相关研究数量呈波浪式上升，而 2012~2016 年有所下降，

这可能是因为一些文献还没有被收录或者正在研究中，所以出现下降的趋势。我国关于善意性别偏见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及统计学方面，占比 43.75%，心理学次之，占比 18.75%，见图 2。说明对于善意

性别偏见是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从文献的来源来看，以硕士学位论文居多，共 21 篇，期刊论文相对

少，共 11 篇，见表 1。 
本文共对 64 篇文献进行分类整理。在筛选到的文献中有 63 篇文献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有 1 篇文

献用了质性研究的方法。在量化研究的方面主要基于两个方法展开：一方面是问卷调查法，用到的是 Glick
和 Fiske 编制的矛盾性别偏见量表(ASI)。另一方面是实验法，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选择不同的实验

方法。 

3. 善意性别偏见的概念界定 

Glick 和 Fiske (1996)将善意性别偏见定义为对女性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态度，这些态度在对女性的

刻板印象和受限制的角色中是性别歧视的，但在感觉基调方面主观上是积极的(对于感知者而言)，并且还

倾向于引发通常归类为亲社会的行为(例如，帮助)或寻求亲密关系(例如，自我表露)。之后的研究者都沿

用了这一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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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ublish annual trends 
图 1. 发表年度趋势 

 

 
Figure 2. The proportion of publications published by the discipline 
图 2. 学科发文量占比 

 
Table 1. Sources of literature 
表 1. 文献来源 

来源 文献数量 

心理科学 1 

心理科学进展 2  

心理研究 2 

心理学进展 1 

妇女研究论丛 2 

心理与行为研究 1 

江苏理工学院学报 1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 

硕士学位论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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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善意性别偏见的测量 

Glick 和 Fiske (1996)提出了矛盾性别偏见理论，该理论阐述了对女性的矛盾心理，根据矛盾性别偏

见理论，编制了矛盾性别偏见量表(ASI)。该量表共 22 个题目，分为敌意性别偏见(HS)和善意性别偏见(BS)
两个分量表。二者分别代表了对女性的相反评价取向，善意性别偏见代表了主观积极的偏见态度而敌意

性别偏见则表达了对女性敌对的消极态度。HS 和 BS 两个分量表又分别各自包括三个维度：两性权力、

性别间能力差异和异性性行为。HS 的具体维度包括父权支配(Dominative Paternalism)，性别能力差异

(Competitive Gender Differentiation)和性爱敌对(Heterosexual Hostility)。其中，父权支配是指女性处于附属

的地位，应该受男性支配，被父权夫权支配。性别能力差异是指两性在能力上的不同。在敌意性别偏见

中，性别能力差异是指女性在能力上天生不如男性；性爱敌对是指女性是作为第二性而存在的，男性与

女性的结合更多地是因为男性对女性生理上的需要，而并非感情的需要，因此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

BS 的具体维度包括父权保护(Protective Paternalism)，性别互补(Complementary Gender Differentiation)和异

性亲密(Heterosexual Intimacy)。父权保护是指女性需要被男性和男性社会关爱和呵护，这一概念是将女

性置于比男性弱小的劣势地位，忽视了女性的独立自主；性别互补是从两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分工来看，

倾向于为女性提供安稳舒适、缺乏挑战、流动性低的角色的观点。这一概念剥夺了女性作为社会人承担

养家糊口责任的权利。在传统社会中，养家糊口是责任是义务更是权利，这表明了一家之主的支配地位。

在当今社会，男女同工同酬，共同作为家庭一份子承担起养家的责任，照顾老人孩子做全职主妇不再是

女性的“专属”。异性亲密则认为女性比男性更依赖异性，更迫切需要感情。矛盾性别偏见量表的分数

可以预测对女性的矛盾态度，敌意性别偏见量表表达对女性的负面态度和刻板印象，而善意性别偏见量

表(适用于非学生男性)则与对女性的积极刻板印象相关。 

5. 善意性别偏见的主要研究内容 

目前，对善意性别偏见的心理学研究较集中关注的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王晓

辰，李璐鑫，徐乃赞，彭玉波，2022；高茵，董航，徐建平，2021；蔡汶珈，2019；张珊珊，谢晋宇，

吴敏，2019；杨青，张小娟，2014；吕胜男，2009)、亲社会行为(董文举，2020；姚诗语，2021)、群际

互动及群际关系(苏曼，蒋京川，2019；董文举，2020)、女性在工作场合遇到的性骚扰(徐荣华，2008)、
男性的职业自我效能感(戴子涵，胡军生，2021)、婚恋观念(陈志霞，何芳玲，2009)、择偶偏好(李唱，2021)、
成就动机(蔡学青，2008)等方面。其中关注度最高的是女性的职业发展，共 9 篇文章；其次为亲社会行为，

共 3 篇；其他对群际互动的关注次之，共 2 篇，其他均为 1 篇。 

5.1. 女性职业生涯发展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进程不断加快，女性的地位不断提高，“她时代”悄然而至。电视荧幕上出现了

一个个表达独立女性主题的电视节目。然而，社会上对于女性职业的发展方向却有不同声音。自秦朝起，

历朝历代在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普罗大众极重视纲常伦理并严格遵守。在《论语》中就有“夫为妻

纲，父为子纲”的观点。即使在当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仍占据着很多人的认知，故也有很多人，

这其中不乏女性，仍认为女性就应该少抛头露面，应该在家相夫教子，性格温顺贤良。甚至有很多女性

已经深受荼毒，内化了这些观点，意识不到自己受到了限制，还缱绻于外界编织的美梦 
吕胜男(2009)在对三个女性案例进行质性研究后发现，由于善意性别偏见的“糖衣”和隐蔽性，女性

可能无法察觉到它深层的负面影响，故善意性别偏见产生的频率和接受程度较敌意性别偏见更高，善意

性别偏见更容易被女性群体接受甚至忽略其负面的影响(杨青，张小娟，2014)。正如上文说到，许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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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化了对自己的限制，认为那是一种保护。实则不然，善意性别偏见正因其善意的表面而难以被人察觉。

从长远来看，内隐的善意性别偏见对女性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远胜于敌意性别偏见。有研究者发现，善

意性别偏见为两性规定了角色，女性承担了亲密关系中的照顾者和管理家庭和关系的关怀角色；男性则

承担了保护者和提供者的角色。在此关系框架中，女性会为了伴侣的发展而主动放弃自己的职业，甘心

回归家庭。而男性则忽视女性的能力，向女性提供庇护(Hammond & Overall, 2015)。有研究对此进行了具

体分析，结果发现是善意性别偏见中的“父权保护”维度对女大学生的成就动机特别是追求成功的动机

存在负向关系，此维度还同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呈现负相关(蔡学青，2008)。 
大众对于男性和女性担任领导职务有不同偏好，善意性别偏见环境对女性的领导力涌现具有显著的

负面影响(高茵，董航，徐建平，2021)，典亚娇(2018)发现善意性别偏见对女性领导效能评价负向影响更

高。而蔡汶珈(2019)的研究发现善意性别偏见与女性领导效能评价呈显著正相关。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是因

为善意性别偏见规定的女性温柔、拥有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符合女性领导所表现出来的领导方式，所

以与领导信任和女性领导效能评价的关系显著正相关。王晓辰和李璐鑫等人(2022)首次从配偶的角度出

发，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双职工夫妻进行调查同样发现了，配偶的善意性别偏见负向预测职业女性的工

作繁荣。女性自身持有的善意性别偏见比外界的善意性别偏见的影响更大(吕胜男，2009)，从内驱力的角

度出发，女性自身持有的善意性别偏见会从根源上影响女性的能力和发展。典亚娇(2018)的研究同样发现

了女性的敌意性别偏见高于男性，表明女性内化了外界隐性善意性别偏见信息，把自身局限在了传统性

别角色的定位中。此外，善意性别偏见能够负向预测女大学生择业自我效能感及生涯适应力(张淑洁，

2019)。处于性别偏见环境中的女性倾向于负面评价自己，在与男性竞争岗位时会更加不自信，出现认知

偏差。但也有研究者发现善意性别偏见经历能够正向预测职业探索行为，负向预测职业抱负(杨榕榕，

2022)，与前人研究并不完全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善意性别偏见有可能仅是影响职业抱负和职业探索行为的

小部分因素。 

5.2. 亲社会行为 

人类的亲社会行为是指任何自发性地帮助他人或者有意图地帮助他人的行为(侯玉波，2013)，人类的

亲社会行为可以分为利他行为和助人行为。助人行为是指一切有利于他人的行为。当女性陷于困境中时，

男性是否会提供帮助？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进行了探讨。曹欣蕾和曹韵秋(2018)发现男性的敌意性别偏

见预测了其提供依赖定向帮助的概率，且这种效应只存在于受助者为女性的情况下。当男性接触善意性

别偏见后，其对女性提供依赖定向帮助的概率会增加。当男性感知到求助的女性符合传统的女性角色时，

他的善意性别偏见会激起怜悯之心，并鼓励他向女性提供依赖定向帮助来对她们进行赞赏，从而把她们

进一步限制在传统的性别角色之中。在男性擅长情境中，他的善意性别偏见越高，越倾向于提供依赖定

向帮助(董文举，2020)。谭开桦(2017)也发现仅在男性擅长的情境下，男性被试比女性被试提供了更高的

依赖定向帮助。 

5.3. 亲密关系 

表面上看，性别偏见和亲密关系并无交集。在一般认知范围中，完美的异性亲密关系充满了关心与

爱护，而不是性别偏见(Lee, Fiske, Glick et al., 2010)。然而研究发现，亲密关系中存在更多的善意性别偏

见(谭开桦，2017)。男性更愿意给关系亲密的女性提供帮助(姚诗语，2021)，具体来说亲密关系中的男性

会为女性提供更多的依赖定向帮助(谭开桦，2017)。女性也更愿意向关系亲密的男性寻求帮助(姚诗语，

2021)。善意性别偏见环境会使男性提供依赖定向帮助的意愿增加(姚诗语，2021；曹欣蕾，曹韵秋，2018)
男性和女性擅长情境中均会受到依赖定向帮助的影响(董文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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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群际互动 

对群体进行分类，最典型的就是按照性别进行分类。作为最大的两类群体，男性和女性的互动受到

了学者的关注。董文举(2020)发现作为外群体的男性，对女性有更多的误解，也对女性有更高的矛盾性别

偏见。随着矛盾性别偏见水平的提高，个体消极元刻板印象水平也随之提高。这意味着在与异性相处过

程中，当对异性存在偏见时，也更倾向于认为异性也会如此看待自己。 

5.5. 婚恋择偶 

Erickson 的八阶段论认为，个体 18 岁到 25 岁的阶段主要任务是克服孤独感，获得亲密感，体验爱

情的实现。从成人之初，个体便要学会获得和建立亲密感以及亲密关系，这不仅对于个体的发展有重要

作用，而且对于个体今后建立其他社会关系也举足轻重。而爱情的建立需要从择偶开始。择偶偏好的研

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进化心理学的观点认为，男性对年轻、貌美、身材好的女性的偏好是具有遗传性和

跨文化的一致性的。而女性则更偏好具有经济资源、高社会地位、年长的男性。何方玲(2008)的研究证明

了这一点，善意性别偏见较高的男性更倾向于选择温柔顺从符合传统女性特质的伴侣，而女性则倾向与

选择物质条件较好的异性为伴侣。李唱(2021)的研究也发现善意性别偏见水平高的女生更重视伴侣在地

位–资源方面的特征。选择完美伴侣后将步入婚姻的殿堂，在婚姻中两性所处的地位一直是人们所关注

的话题。男性，作为父权制社会的主导，固然在婚姻中处于支配地位，这一支配地位是从择偶这个婚姻

的起始阶段就已经奠定的。男性偏好选择温顺贤良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女性作为伴侣，以此实现对伴侣

的支配，维持男性在婚姻家庭中的优势地位。越认同善意性别偏见的女性越倾向于牺牲自己的目标和追

求，支持伴侣的发展(陈志霞，何芳玲，2009)。 

6. 未来研究展望 

6.1. 样本代表性 

本文检索到的中文文献大多属于硕士学位论文，绝大多数研究均以大学生作为样本，结论的普遍性

有待进一步检验。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扩大样本选择范围，提高样本异质性，增加样本量，以增

加样本代表性。 

6.2. 生态效度 

除了上述的样本代表性问题，多数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采用的模拟情景法和语义启动法等实验方法，

其所处的环境与真实环境仍存在差距，因此生态效度低。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改进。 

6.3.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已经成熟的量表，对善意性别偏见的实验研究也应该进一步发展起来。未来研

究也许可以根据具体研究对象和内容采取实验研究的方法探讨变量间关系，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 

致  谢 

读书的路不难走却考验毅力，回想起读书的 19 载，我想最先应该感谢的人便是我的父母。他们不仅

辛苦将我养大，给我一个快乐的童年；而且在我生活和学习中也是百般支持和鼓励，让我成长为一个正

直善良的人。除此之外，我要感谢求学路上遇见的各位恩师，正是因为有各位恩师教导和栽培才能让我

成长为今天更好的自己。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教师的伟大，更是我能遇见各位恩师的莫大的幸运。

最后，还应该感谢提出善意性别偏见概念的学者 Glick 和 Fiske，以及将概念引入国内的中国学者陈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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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在他们的带领下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到性别偏见的问题，为建立更公平更平等的两性关系做

出贡献。善意性别偏见的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它的出现却并不是国外专属。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

中国，男性仍是社会的主导。但是，当今社会女性的地位和意识不断觉醒，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并关

注了性别偏见的问题，相信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女性发展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最后的最后感谢那个从未放弃的自己！ 
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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