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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妇女的发展问题一直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十五”时期是广东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五年，同时也是妇女发展取得突出成绩的五年。
本书通过对“十五”时期广东政治经济进程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理论
探讨、研究及评述，总结了广东省妇女发展的历史经验，是至今较全面反映“十五”时期广东妇女发
展状况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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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等教育女性入学机会存在着阶层差异。
由于经济条件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各个阶层女性的入学机会差异很大。
总的来看其所属阶层的文化程度较高或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女性入学机会明显高于条件差的家庭
。
也就是说，从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来看，女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更加依赖于其父母亲文
化程度、家庭经济条件以及与此有关的职业（阶层）背景等因素。
一些对于人力资本回报的研究也表明，在农村地区，初中教育带来的回报最高；而在城市，则是高中
或大学带来的回报最高（Peng，1992）。
两性教育年数差异拉开的阶段，正好也就是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中收益最多、对人最关键的阶段。
如果能够把握这一教育阶段的供求特点，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可使一部分有条件和有愿望接受教
育的农村女生通过接受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而具有更强的就业竞争能力。
这是在制定规划和政策时需要优先考虑的。
　　（2）“应试教育”模式，学校使用的教材、教学内容脱离边远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的实际，不适
应当地生产、生活和女生的实际需要，学生无从学到适应农村建设需要的技能和知识，是造成贫困地
区高中巩固率低下的原因之一。
不少学生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
以升学为目的的单一的受教育模式，使许多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信心大大降低，挫伤了农民支持女孩
上学的积极性。
　　（3）由于受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家庭、社会对于男童与女童采取不同的教
育目标和方式，造成女童缺乏自立、自强和信心，习惯于逃避现状。
这种现象，农村地区较城市突出。
　　（4）性别差异也会影响女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
女生进入青春期生理变化大，暂时的不适应性比男生明显，容易分散注意力。
此外，学校教育、家庭环境及传统习惯，使女孩子理解力和逻辑思维发展缓慢，学习精力不足，产生
自卑感，高中以后就渐渐比不上男生了。
学校对性别差异提出的教育问题研究不够，教师很少针对男女生不同情况进行深入的教育工作。
在小学阶段只注意女生学习认真，成绩好，很少注意培养思维能力，使女生在发展前期出现的问题没
能及时解决，影响到后来的发展。
　　（5）对于未来职业的不同考虑，使得两性对教育所抱有的动机、期望也不同，从而使两性在教
育领域中的表现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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