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58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 9卷第 6期 

JOURNAL OF C__A-IO1W,QING I lI、 RSⅡY( lcial Sciences Edition)Vo1．9 No．6 2O03 

论我国女子大学办学理念及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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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2o年我l~t-k-子大学复出上升趋势引起社会关注。本文对我国现有女子大学办学理念的实践探索进行调研，并提出 

现代女子大学首先要在办学目标、教育模式和学校功能方面超越传统，才会有向上发展的空间和持续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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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背景 

我国自然资源、国力资本资源、人力资源丰 富，其中人力资源在世 

界八大战略资源中被列人世界战略资源。但众所周知我国现有人力资 

源的优势是在数量上，只有当我国现有的人力资源变数量优势为质量 

优势时，中国才真正能进人世界发达国家之列。要做到这点必须发展 

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 

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从 1998年以来连续扩招 ，每年招生人数急剧增 

加：1998—2O03年逐年为 108．4万、159，7万、220万、260万、335万。但我 

国青少年基数大，且基础教育相对落后，因此毛入学率不到 15％，远落 

后于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82％、13英法 50％、韩国菲律宾印度 30％。 

根据我国人13增长的趋势和我国现有教育发展的现实情况看，我 

国高等教育要步入 良性循环的轨道大约需要 10年左右的时间，这就意 

味着 15％的毛入学率以外的大量青少年无法在近期实现接受高等教 

育的愿望。换句话说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呼吁高等教育大众化，无 

疑给非普通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促使我国高等教育 

迅速进入大众化的初级段。其中有一个令人们十分关注的特殊现象， 

那就是我国女子高校悄然而生 ，近年还有上升发展的趋势。 

从 1984年至今 ，我国已经陆续兴起 l5所女子高校。这些女子高技 

以各种办学形式，不同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而分布在全国各地。调查 

表明，作为突显女性特色的女子高校发展前景乐观。如何认识这一现 

象，以及如何发展现代意义的女子高等教育 ，女子高校究竟有着怎样的 

发展前途和空间等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二、现状调研统计 

从已获信息资料表明：全国(含台湾)已有女子高校 15所(其中一 

所二级学院女子广东分院未进教育网)。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等lO 

个城市。其中8所是在 1984—1999年期间批准成立或恢复，其余均在 

进 新̂世纪以后的短短三年时间兴建创办起来的。重庆直辖市现有女 

子职业中学一所 ，但尚未有女子大学。我们在中国民办教育网、全国各 

地教育网、GOOGL、SINA等网站上搜索。对已登记进网的当前我国女子 

大学提供的信息资料分析，可以从她们培养目标、办学模式、专业设置 

对当前我国女子大学的办学理念现状略知一二。 

(一)目前我国女子大学培养 目标(前 6位)统计 

从搜索到的我国现有各女子高校培养目标所反映最实质诃汇出现 

频次的统计，频次最多的是 ：(1)“以社会需要和市场需要为本，发挥女 

性优势领先”频次为l3；(2)“品优、业精、体健、艺广、仪美的现代女性” 

频次为 12；(3)“为女性青年开辟新的就业途径 频次为 10；(4)“知识、 

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高品位、高素质的应用型女性专业人才 频次为 

9；(5)“强化女性修养 ，发挥女性的潜能、突出女性特色的女性主体意 

识”频次为 7；(6)“服务国家、服务企业、服务家庭 的为国立本、为企业 

立业、为家庭立身的三立”频次为4；等等。其中“发挥女性优势，强调 

高科技、现代化、有独立职业特点的女性高等教育”出现的频次最高。 

对照我国从 1898年 自办第一个女学堂上海经正女学到 2o世纪 6o 

年代(文革开始我国女校销声匿迹长达二三十年)的女子学校以“母体 

角色”、“男女平等～防止早恋”为主的办学理念，应该说当今的中国女 

子大学理念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与以前兴办中国女子学校本质上完全 

不一样。 

(二)目前女子南校办学模式和培养模式 

1．办学模式 

第一 ，依托品牌优势或社会力量，兴办女子学院。其 中由全国妇 

联或地方妇联联合社会力量兴办的有 9所 ，占现有女子大学 60％：其中 

3所依托有一定教育名气的普通大学举办二级学院，占现有女子高校 

20％。如同济女子学院是依托同济大学名牌由上海市妇联与同济大学 

合作创办的全国第一所含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新型女子学院。依 

托著名大学办女子学院，能使教育优势资源最有效地迅速扩大，不仅能 

借用已有的名牌大学强大的师资力量和办学经验 ，而且又可以加强与 

本部男女师生的联谊活动；还有3所是独立的，占20％。如福建华南女 

子学院的创办者是一个热心妇女教育的群体(建校于 19011年的福州私 

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暨附中包括海内外各分会的校友会)。 

上述新兴办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着政府、社会、个人多渠道筹 

措经费的高等教育投入机制，促进我国公办与民办并举，共谋发展的新 

局面。当然，在具体行为中还尚待贯彻最新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 

以更好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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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职业教育集团化。职业教育集 团化主要指实行校企联合和 

校校联合的教育集团化道路 ，校企联合则是定向培养联合企业所需 的 

各类技能人才。现有女子大学 86％都建立了与企业公司集 团联合 的 

关系 。为企业对 口培养企业所需人才；校校联合则是纵向的职业大专、 

中专的联合和横向的校际之 间的联合。现有女子大学 80％都有大专 

与中专的联办形式；％％都有与其他学校的联合或协作交流关系。如 

浙江女子专修学院与浙江省妇女干部学校联合，鞍山女子学校与大连 

外语学院联合 。中华女子学院联合办学或设立分院及对外交流办学等。 

这种全方位的职业教育集团化模式有利优势教育资源得以迅速扩大。 

第三，国际教育协作交流的模式。现行女子学校都十分注重国际 

间的教育交流协作 。但是 73％的女子学校还只是与国外教育机构联合 

办学模式 。只有少数女子学校与国际教育协作交流，如华南女子职业学 

院分别同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美国普吉湾大学、美国世纪学院、芬 

兰瑞典职业技术学院、日本广岛女子学院和菲律宾施利蒙大学签订校 

际交流协定 。进行学术交流、定期互派访问学者等。 

第四。教学与研究机构并举 的模式开始兴起 。66％的女子大学都 

声称与教学同时注重女子问题研究，但只有 ％女子大学同时举办起 

妇女问题研究机构。如同济女子学院、中华女子学院、华南女子学院、湖 

南女子大学同时成立了妇女问题研究中心。 

2．培养模式 

第一类：注重一专多能的培养。将近 ％％的女子大学都采用“一 

书多证制”，即“毕业证 +职业资格证(会计证 、秘书证 、报关员证、公证 

员证、公关员证、推销员证、导游证)+技能证(英语过级证、计算机过级 

证 、普通话合格证、驾驶证、钢笔字过级证)”。 

第二类：注重女性优势素质教育。强调外在的女性特有仪表形象、 

内在的女性特有心理气质 ．以及女性必需的社会生活能力等。如上海 

师大女子文化学院等学校，进行礼仪与交际语言训练、体操与形体训 

练、书法与美术、绘画与音乐欣赏、舞蹈、声乐、器乐等培训。 

第三类 ：注重地方特色与女子职业特色结合的专业培养。所有的 

女子学校办学者都清楚要在众多的男女混合学校竞争中生存，一定要 

创造适合 自己个性 的特色专业作为本校的骨干专业。但这些理念由于 

我国现有女子大学办学时间较短而难以立竿见影。只是少数女子学院 

凭借自己已有的丰富办学积累而兴办起个性 的专业，如 200O年兴起 的 

同济女子学院创办的电脑艺术专业．即是根据同济大学 自身原有的计 

算机专业优势．结合现代社会职业市场需求与女性职业优势的产物。 

第四类：注重学校环境设施现代化建设和学校内部严格管理。由 

于我国现有女子大学批准兴建或恢复的时 间都不长，最长者也仅 19 

年，故而学校环境设施都较现代化。如 2001年兴建的广东女子职业技 

术学院目前拥有较先进的教学设备：一流的专业实验室现有 20多个。 

还拥有先进的计算机校园网络中心、交互式多媒体双向电教系统、无线 

语音听力系统、语音室 、电脑室及配置先进 的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 

羽毛球场和 400米标准跑道的运动场等现代化教学设施，还正在筹划 

兴建体育馆 、游泳池、图书馆楼、实验楼、艺术楼 、培训楼、游泳馆 、学术 

交流中心等。现有我国女子高校绝大多数开始兴办就拥有现代化校园 

环境与现代化教学设施的良好硬件。此外 ，内部管理绝大多数采取封 

闭式、寄宿制的校纪管理模式。 

三、现有女子大学专业设置及其排序 

对 15所女子大学 目前开设专业方向以及学校设置情况进行统计， 

并按照从高到低排序，见表 1。 

表 1的排序统计，现有我国女子高校集中前 3位专业方 向排序是 ： 

英语应用和贸易方向、旅游与管理方向、文秘文书方向、教育类方向、计 

算机应用方向、艺术设计方向、服装设计与服装表演方向等。 

裹 1 学校专业设置聂撵序情况 

专业 ． 设置学校 排序 

四、现象透视 

首先，从当今我国女子高校提 出的办学理念出现频次最前 6位 的 

内容来看，新兴的当代我国女子大学创办者的办学理念明显具有现代 

化气息和时代特征。既强调现代女子学校要突出女性优势特点、更强 

调突出现代化精髓；既提倡现代女性的主体意识，又在意保留女性独特 

的魅力和家庭责任。似乎给人的印象是 ：兴建一所大学难 ，办好一所女 

子大学更难。 

其次．现有我国女子高校全部是在 ∞ 世纪 80年代 中期开始兴办 

或恢复的。或许因为兴办时间短，更注意或容易吸收今天信息时代的 

教育新理念与科学研究成果；或许正因为女性的敏感，更能体会到社会 

竞争的残酷。因而在办学模式上创造了相对更多的新招。从某种角度 

上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提供了一些借鉴。 

其三 ，因为女性的特点和独有的社会家庭责任。以及女性在社会 

的独特地位和所面临的特殊挑战，使女子大学为了完成自己特殊 的使 

命，一开始就不得不思变 自己的培养模式多样化发展 。故而现有女子 

大学的专业设计一般都显示出自己的个性 ，十分有利吸引生源和打通 

就业渠道。 

其四，尽管所有的女子高校办学者都清楚要在众多的男女混合学 

校竞争中生存，一定要创造适合 自己个性的特色专业。但这些理念由 

于我国现有女子高校办学时间较短并没有立竿见影，恰恰这方面效果 

从女子中专职校中最能发现。如南昌女子职校兴建 的“全国最大的茶 

艺培训基地”就是南昌女职校针对女性潜在艺术性和情感的细腻性等 

特点，结合南昌茶艺地方特色，创办的教育生产实习基地和茶艺专业。 

其五。近十几年来我国女子高校再度兴起 ，与我国国情发展有关 ： 

(1)我国女性青少年接受大学教育的需求很大。尽管从 1998年以来我 

国普通高校连续扩招 。每年招生人数急剧增加 ，今年 2O03年计划招生 

达 335万。但我国青少年基数大，且基础教育相对落后 ，因此毛入学率 

仅 11％，意味着 89％的青少年在普通高校的门外。由于我 国基础教育 

的女童比男童问题相对大得多 ，据 1990年统计 ，全国 7一ll岁未入学儿 

童中女童占81％ 。也就是说最终排在普通高校门外 的女性青少年 比 

男性青少年多得多。另外 ，今天的高等教育适龄女青少年 ，正是上个世 

纪7o年代末 中国第一批领取610万独生子女证开始及其以后出生的， 

女性青少年的家长对独生女孩受高等教育的期望及其女孩本人对受高 

学历教育的需求十分迫切，这些都为我国女子高校提供了生源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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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年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加快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促进社会 

行业多样化 ，对人才的要求必然也趋多样化，而我国目前普通高校现在 

的精英教育模式不可能满足社会 多样化需要，兴办多样化的大学即大 

众化的高等教育成为今天新兴行业对不同规格人才要求和不同人群的 

学习需要。再有，政府的财力有限，因此鼓励社会多渠道集资 ，提倡特 

色办学。这种新形势为女子学院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大环境条件。 

(3)用人市场职业结构发生变化 。随着近年科技市场经济与城镇化的 

发展 ，社会产业结构迅速更新、调整，适合女性特点的职业越来越多，再 

加上人们对女性的传统观念也发生着改变，社会对女性人才的需求大 

大增加。 

五、超越传统 

在经过了半个世纪销声匿迹后再度复出兴起的我 国女子高校 ，所 

面临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同于过去的女校。要在今天全新的历史条件下 

赢得女子高校办学的成功，不只是对传统的女子学校办学理念的改革 ， 

而必须是超越。 

第一，要超越传统女子学校 “解放妇女、唤醒女性觉悟”的办学 目 

标。现代的女子高校娶通过建立现代化教育机制 ，唤起新女性意识的 

自觉，提高女性的综合素质，以适应时代变迁对女性多重社会角色的要 

求 ，为其终身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要特别注意防止不 自觉地步入 

传统女性角色定型的误区，如防止早恋、培养有教养的淑女等。 

现代女校办学的全新理念 ：要根据女性潜在优势的特点和社会职 

业市场的需求 ，既进行现代科学技术、技能与文化的有独立女性职业特 

点的高等教育 ，同时也进行现代女性创意修养的教育；既以培养 高层 

次、复合性、国际型女性人才为主要 目标 ，为国家、社会、企业培养女社 

会工作干部 、女企业家、复合型的女科技工作者、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 

同时也注重培养为家立身的道德责任感和家庭生活技能，使女性大学 

生不仅仅是求职者，而且是工作岗位的创造者。 

第二 ，要超越传统女子学校单纯女性教育模式。现代女子高校在 

教育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要以科学的精神探索现代新兴女子高校的特 

色教育成功之路。今天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其最大特点是大学之间的角 

色分化 ，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不同规模 、不同性格 的学校通过发挥自 

己的功能 ，共同协作完成高等教育功用 的多领域。女子高校如果追求 

普通高校的理念和模式，势必失去 自己的独立、特性而导致角色混乱。 

因此要找准女校在教育的整体布局中属于自己的位置，又要有自己学 

校的办学个性。首先 ，应认识到女子高校在任何时代与男女同校教育 

主流比，都是处于边缘状态下的一种办学模式。仅 占我 国现有大学 1． 

3％的女子高校要在众多的高校竞 争中生存发展 ，没有 自己的特色不 

行 。这个特色应既反映学生的女性特点，以与男女同校的高校有别 ，又 

要反映学校机构的大众化教 育特点，以与普通高校的普式教育有别。 

其次，应认识到女性素质教育是女子高校共同特点 ，但每一所女子高校 

还应有 自己的个性。尤其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要根据 自己学校当地 

特色或女性就业职业优势素质特点设计，既要适应社会就业对女性人 

才要求，又要有利促进女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个性的优化 ；既要培养女 

生对家庭的责任心和生活技能训练，又要培养女生胸怀世界的大志和 

所学专业技能训练；既要训练女性应具备的基本女性素养 ，又要开发女 

生创新思维力和提高科学素养。如果每个女子高校都兴办起地方特色 

与女性职业特色结合起来的骨干专业 ，新型女校特色办学的生命力和 

竞争优势就可显现了。 

第三 ，要超越传统女子学校封闭式办学模式。开放、交流是现代高 

校的精髓。我国现有女子高校管理由于女生问题 大都采取封闭式 管 

理 ，但不等于办学模式应是封闭的。现代女子高校的开放和交流办学 

模式应是打破传统女性封闭式小圈办学定式，走出学校大门与社会企 

业、与其它高校广泛联系交流协作。 

现在有的女子中专学校创建职业教育集团的经验很值得借鉴：校 

企合作兴办教育基地，定向培养企业所需行业女性人才；校校合作逐步 

扩大教育领域，专升本 、职中大专连读贯通，开展各种行业技能上岗资 

格证培训的训练班或培训中心等 ，走出一条教育 、科研、实业一体化 的 

新型办学道路 

第 四，要超越传统女子学校的单一功能。现代高等教育有三大功 

能：教学、研究和服务。现代女子高校应既办成一个教育实体，又办成 

一 个研究女性问题的基地，受益的就不仅仅限于女校了，而是所有在校 

女生 ，甚至全国的女性教育。因此 ，在办学教授知识的同时，组织妇女 

问题研究机构。一是以研究成果促进教育，提高 自身的办学水平 ；二是 

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学习和借鉴国外女校的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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