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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和教育公平是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实

现教育公平不仅是我国教育事业追求的重要目标，也

是世界各国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教育公平在内容

上是广泛的，性别公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

因为男孩与女孩在发展的诸多方面存在着显著的性别

差异，因性施教就成为青少年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
真正的教育平等应该是尊重性别差异基础上的平

等，是一种有差异的平等，它应该既尊重男女两性的

共性，又尊重男女两性的差异。因性施教就是尊重男

孩与女孩各自不同的特点，开发适合男女青少年不同

需要与不同兴趣的学习内容，设计科学的因人而异的

学习方法，使二者都能从学习实践中受益。一些学校

已经进行了分性别教学的尝试，实践证明，如果运用

得当，某些课程男女分班教学确实能提高教学效果。
在教育评价上，也应重视性别差异，多角度、多方

法、多情境地评价青少年的学业表现，促使男孩和女

孩更加自信和积极的获得发展。

一、 忽视性别差异导致男孩危机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张华教授认为，男孩

教育和女孩教育首先是两种有差异的儿童文化。“既

然有差异，我们就不能简单以女孩为标准来衡量男

孩，或者反过来以男孩为标准来衡量女孩。”

今天，父母们往往希望孩子尽早入学以求抢占先

机，同时又渴望自己的孩子出类拔萃超过同龄人，却

很少考虑性别差异和孩子本身发展的可能性。实际

上，想让孩子尽可能早入学，想尽一切努力把孩子培

养成超常儿童，这对于绝大多数男孩来说都可能是灾

难性的，其结果常常会酿成摧残男孩的悲剧。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在整个小学阶段，男孩

在读写能力发育上比女孩晚许多,甚至连手指神经都

比女孩发育得晚，然而人们往往要求男孩握住铅笔

并写出漂亮的汉字,或者和女孩在相同时间内以同样

的方法学习同样的知识。这些发育上的差异往往被

视作愚笨或迟钝，这可能使男孩从一年级开始就讨

厌学校。
对此，美国学者黛安娜·麦吉尼斯博士一针见血

地指出：明明知道不同性别有不同的学习能力，却

不予考虑，结果我们的教育是利少弊多。与女孩子

相比，许多男孩子学习阅读比较慢，这是正常的，

但我们的教育却因此而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更糟糕的是，某个男孩子实际上一点毛病也没有，

却判定他有“病”，智力不正常，乱贴标签，让他

成为别人嘲笑的对象，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

伤害。
工业化的思维方式导致现行学校教育漠视、忽视

或者无视性别差异的存在，从而危害到男孩的学业以

青少年健康成长需要因性施教

□ 孙云晓

摘 要：男孩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学校和家庭对性别差异的忽视以及其它一些学校、
家庭因素等共同导致男孩危机。现行教育模式忽视了男孩与女孩不同的学习方

式，限制了男孩的成长需要，没有注意到男孩发育落后于女孩的事实。父教缺失

与父母教养不当也与男孩危机密切相关。青少年健康成长需要因性施教，具体要

做到： （1） 尊重性别差异； （2） 重视男孩兴趣； （3） 改革不利于男孩的评价

机制； （4） 改革教学方式，让课程动起来； （5） 尝试分性别教学。
关键词：男孩危机；性别差异；因性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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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方面。在现在的学校，学习常常是一种模式化

的智力活动，活泼好动的男孩身体被固定在座位上，

天马行空的精神世界更无处张扬；不管男孩的身体和

心理发展速度与女孩有多大的不同，他们的优势智能

又表现在多么不同的方面，他们只能与女孩在同样的

年龄以同样的进度学习同样的内容。
男孩成长的危机绝非仅仅是生理发育迟缓所致。

在《拯救男孩》一书中，我们以翔实的调查研究结果

为根据，深入揭示了男孩的学业危机、体质危机、心

理危机和社会危机这四大危机，而其原因在于学校教

育、家庭教育和流行文化走入误区。其中，危害最烈

的是教育危机。简言之，以升学考试为中心的应试教

育倾向，是男孩成长危机中最为凶猛的杀手，并因此

而加剧了所有危机对于男孩的伤害。
事实上，现代学校教育对身体活动的否定由来

已久。美国教育家杜威早就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危险

性，他指出：身体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种干扰。
身体活动被认为和精神活动毫无关系，它使人分心，

是应该和它斗争的坏事。学生有一个身体，他把身

体和心智一起带到学校。他的身体不可避免的是精

力的源泉；这个身体必须有所作为。但是，学生的

身体活动，并没有用来从事能产生有意义的结果的

作业，却被视为令人蹙额的东西。学生应该“专心”
做功课，身体活动却引导学生远离功课，它们是学

生调皮淘气的根源。学校中“纪律问题”的主要根

源，在于教师必须常常花大部分时间抑制学生的身

体活动，这些活动使学生不把心思放在教材上。学

校很重视宁静，鼓励沉默，奖励呆板一律的姿势和

运动。教师的职责在于使学生遵守这些要求，如有

违反就要加以惩罚。
这种情形自学校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得到根本的改

变，应试教育更是将其推向了极致。如教育学博士后

李敏所说，现代学校教育中由于学习的奴役而伴生的

游戏的缺位，是学生最不幸的“拔根”状态。什么叫

做“拔根”呢？李敏解释说，人在世界中的生存需要

拥有多重的“根”，不仅有物质上的需要，还有精神

上的满足。人人都需要拥有脚踩大地、坚实稳固的

“扎根”的存在感。西蒙娜·薇依在《扎根：人类责任

宣言绪论》中说，“扎根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

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然而，由于学习压力过

重和游戏权利的被剥夺，当今时代的儿童就处于危险

的“拔根”状态。
人们观察到，与女孩相比，男孩似乎陷入了更严

重的危机中，不仅学习成绩普遍落后于女孩，而且各

种“问题”行为乃至“违法”行为要明显多于女孩。

二、男孩危机的学校原因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女孩教育问题受到政府的高

度重视，从保证入学机会到改善教育质量，都取得

了长足的进展。当然，教育中仍存在一些不利于女

孩成长的因素。例如，学校的教材仍倾向于将女性

描述成被动的、居于从属地位的人，限制了女孩性

别意识的发展，在就业领域仍存在着性别歧视。但

是，在关注女孩教育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男孩，

因为男孩的学业成就、体质、心理以及社会适应所

面临的重重危机都与现行教育模式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现行教育模式忽视了男孩与女孩不同的

学习方式。男孩更倾向于以运动、实验操作、使用

计算机、参与体验的方式学习。我们对全国 10 个

省市 3737 名中小学生学习状况的调查表明：男孩

更倾向于动手实验和操作的学习方式，女孩更倾向

于文字及语言类的学习方式。男孩更喜欢用电脑这

种学习方式，更喜欢“实验”，而女孩更喜欢通过

“读课外书”、“聊天”来学习。性别教育专家迈克

尔·古里安认为，男孩的大脑与女孩大脑相比，更

多地依赖动作，更多地依赖空间机械刺激。男孩天

生更容易接受图表、图像和运动物体的刺激，而不

易接受单调的语言刺激。而女孩由于大脑颞叶中拥

有更强大的神经联系，她们具有更为复杂的感知记

忆存储能力，对声音的语调更为敏感，因此更倾向

于通过谈话和运用语言交流学习。同样面对教师滔

滔不绝的讲授，男孩的大脑就要比女孩更有可能感

到厌烦、分心，他们也更容易表现出瞌睡或坐立不

安的行为。
其次，现行教育模式限制了男孩的成长需要。

男孩体内的雄性激素使他们精力旺盛，也让他们需

要更多的运动。男孩爱冒险、爱挑战、爱争吵、爱

跑动，这些行为倾向都与男孩体内更高水平的雄性

激素分泌有关。当男孩体内的每一根神经都催促他

去跑去跳时，他却被要求必须坐得端端正正，把手

背在后面，听上几个小时的课。从生物学角度来说，

男孩一天至少需要 4 次较为充足的课外活动，但事

实上能得到一次就算不错了，因为有些学校出于安

全和安静的考虑，常常禁止学生奔跑，甚至拆掉了

单杠、双杠等运动器械，春游、秋游或远足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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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活动更不敢组织，社会实践也是少而又少。这

使得男孩们认为学校是一个和他们作对的场所，他

们擅长的方面———运动技能、视觉和空间技能，以

及他们的勃勃生机，在学校中未能得到很好的承认。
学习不占优势，特长得不到发挥，性格发展得不到

引导。男孩长期在学校得不到正面的反馈，最终造

成了严重的伤害。虽然应试教育对男孩和女孩都不

利，但男孩更容易成为牺牲品。
第三，现行教育模式没有注意到男孩发育落后于

女孩的事实。研究证实，从胎儿起，男孩在生理和心

理发育上都落后于女孩，直到青少年晚期，男孩才能

真正追赶上女孩。在动作发展上，女孩的精细运动技

能走在男孩前面。在身体发育上，女孩达到成年身高

的一半、进入青春期及停止发育的时间都比男孩早。
在大脑和神经系统发育上，男孩的大脑要花更长的时

间才能够走向成熟，有研究指出 5 岁男孩的大脑语言

区域发育水平只能达到 3 岁半女孩的水平。在心理发

育方面，英国学者 Geoff Harman 的量化研究指出，

在 11 岁时，男孩口语能力、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的

发育水平分别比女孩晚 11、12 和 6 个月。研究还表

明，在自制力和言语发展上，男孩的落后尤为突出。
毫无疑问，男孩危机不仅仅是某一个学校教育的

危机，而是整个教育体制的危机。以升学考试为中心

的应试教育严重扭曲了学校教育方向，忽视了男孩与

女孩在发育、学习及成长需要上的诸多差异，这种教

育模式不仅是男孩危机的罪魁祸首，也不利于女孩的

长远发展。

三、男孩危机的家庭原因

父母对男孩危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许

多父母忽视自身的责任，把教育男孩的任务完全托付

给了学校这种工业化教育体系。父母们不仅没有意识

到应试教育对男孩的伤害，许多人还变成了“教育

狂”，例如全国 83.6%的父母要求孩子考试成绩要达

到前 15 名，为此目标给孩子报的补习班填满了节假

日。家庭与学校制造的学业压力，导致半数以上的中

小学生学习超时而睡眠不足。
男孩危机往往与父教缺失密切相关。2008 年，

中日韩美四国的研究者联合开展的一项研究证实，即

使在正常家庭中，父亲也已经远离了孩子的情感中

心，中国高中生将父亲选作第六倾诉对象，排在同性

朋友、母亲、异性朋友、兄弟姐妹、甚至网友之后，

其他三国的高中生也仅将父亲视为第五倾诉对象，父

教缺失状况由见可见一斑。美国父道组织的调查数据

显示，尽管只有 20%的未成年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

中，但却有 70%的少年犯出自单亲家庭。美国 60%
的强奸犯、72%的少年凶杀犯、70%的长期服役犯人

来自无父家庭，90%的无家可归和离家出走的孩子来

自无父家庭，戒毒中心有 75%的青少年来自无父家

庭。对于父教缺席与男孩犯罪之间的关系，哈佛大学

的心理学家威廉·波拉克这样解释：在没有父亲的情

况下，缺乏对孩子的纪律教育和监督，缺乏教育孩子

怎样做男人的机会。父亲在帮助男孩控制自己的情感

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如果没有父亲的指导和带领，男

孩遭受的挫折常常导致各种暴力行为和其他各种反社

会行为。
男孩危机也与父母不当的教养方式有关。对湖北

省某县 167 名 11-18 岁的违法犯罪青少年及其家庭的

调查发现，这些违法犯罪青少年父母的教养方式：民

主型约占 3%，放任型占 29%，粗暴型占 20%，溺爱

型占 44%。溺爱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不考虑孩子

的要求合不合理，无原则地予以满足；二是过度保

护，不愿意让孩子面对困难，遇到问题包办代替。
溺爱的教养方式窒息了男孩的阳刚、勇敢与坚强，

助长了孩子的自我中心、自私、软弱的心理，使许

多父母无意之中成为男孩成长为男子汉道路上的一

道阻碍。

四、青少年成长呼唤因性施教

实现教育公平是使每一个人的天性都能得到充

分、自由的发展。因此，在女孩教育突飞猛进的同

时，我们必须关注男孩所面临的问题，改变教育中不

利于男孩发展的因素。我们认为，促进男孩发展并不

意味着削弱女孩发展，两者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
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共赢”关系。教育只有尊重

天性，因性施教，才能够真正实现男孩与女孩的公

平、和谐发展。
1. 尊重性别差异

可以断言：一个不尊重性别差异的学校，必定是

一个男孩危机重重的学校。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忽视了性别差异的存在及

其影响。现在，是我们重新审视并改变对性别差异看

法的时候了。我们要认识到环境和教育只能在一定限

度内塑造一个人的社会性别，但这种塑造不是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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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应该尊重这些与生俱来的性别差异。
在美国，曾发生过一个有关性别改变的真实案例：

布鲁斯·默尔出生时有一个双胞胎兄弟，他们都

是男孩。当布鲁斯8个月大时，他的阴茎在包皮环

切手术中被意外切除了。数月后，他的生殖器官通过

外科手术改造为阴道，而他的名字被改成为布伦达

（女孩常用名）。布伦达的父母给她买连衣裙和娃娃，

他们送她去女性精神病学家那里接受咨询以帮助她形

成女性观念，但是没有一种努力奏效。布伦达拒绝穿

连衣裙，她与男孩玩而不与女孩玩，她的双胞胎兄弟

不愿与她分享卡车，她就把零花钱都存起来以便能买

自己的卡车，她甚至会试图站着小便。在少年时，尽

管布伦达注射了雌性激素，但她从没有感到对男孩有

吸引力。她没有朋友，她的同学们折磨她，她甚至痛

苦地考虑过自杀。
在 14 岁时，布伦达拒绝服用任何雌性激素，并

公开对她的女性身份进行质疑。在这时，她的父亲告

诉了她以前的故事。但对布伦达来说，这个消息带来

的不是极度的痛苦，而是一种解脱。“第一次一切变

得合情合理……我明白了我是谁，我是男还是女。”
布伦达 （布鲁斯） 注射雄性激素并进行了几次手术恢

复了原来的性别。在 25 岁时，他与一个女孩结婚了。
最重要的是，他说作为男人他是幸福的。

从布伦达 （布鲁斯） 的经历可以看出：后天环境

无法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性别。我们还知道，那些强

烈要求做变性手术的人，往往不是环境要求他/她们

这样做，而是染色体、基因迫使他/她们这样做。
我们的学校，包括所有教育管理者和教师，都应

该有这样一种意识，那就是男孩和女孩是不一样的。
我们必须学会理解并尊重这种性别差异，而不是忽

视、漠视，甚至企图消灭它。
2. 重视男孩兴趣

与女孩相比，男孩是兴趣型动物。男孩不是不愿

意读书，而是往往不愿去读那些他不感兴趣的书。男

孩不是不喜欢体育锻炼，而是往往因为他们不愿意单

调的重复一些枯燥的肢体动作。男孩需要对抗、竞争

和刺激，这些是他们兴趣的表现形式。
如果我们找到了男孩的兴趣点，如果我们能够利

用男孩的兴趣，男孩其实一样爱读书、爱运动。一位

校长就是这样做的：

格雷戈里·霍奇是美国纽约哈莱姆黑人居住区一

所 公 立 学 校 的 校 长。该 学 校 是 最 近 刚 刚 荣 获 了

Schot t 基金会奖项的三所院校之一，以表彰该校在

黑人男孩教育方面的杰出成就。霍奇 11 年前刚到这

所学校的时候，学校中 80％的学生是女孩。这位新

任校长决心吸引更多男孩到该校读书。今天，在该校

所有 1450 名最为贫困和少数族裔的学生中，有一半

是男孩。今年，该校不但没有一个孩子辍学，而且每

位高年级的学生顺利毕业，并且全部参加了大学入学

的培训课程。
霍奇说秘密在于当孩子惹上麻烦之前就与他们

接触———他利用学校的篮球设施，吸引仍在小学里

上学的男孩。一旦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你就必须

给他们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世界，在那里他们能

有所成就。
该学校的学生，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装规范和接受

严格的纪律。许多学生都生活在学校里，甚至星期六

也不离开学校，每天做几个小时的家庭作业；如果有

人落后了，就会接受学校专门开设的辅导指南；参加

数十种体育培训和各种活动，包括篮球、长曲棍球、
芭蕾舞和植物学等。霍奇解释说，男孩子需要以他们

自己的方式学习。“许多孩子非常顽皮，”霍奇说，

“那就是男孩的天性。他们需要亲身实践，不撞南墙

不回头。男孩更加渴望通过自身努力找出答案。既然

如此，为什么不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老师呢？”
如果我们能像霍奇校长那样重视男孩的兴趣，发

掘男孩的兴趣，男孩的危机就不再是问题了。
兴趣是男孩教育的切入点。要改变男孩危机的现

状，就要多动动脑筋，去寻找男孩的兴趣。
3. 改革评价机制———发掘男孩的优点

学校教育在评价机制上有诸多不利于男孩的因

素，让男孩优势不优，劣势更劣。
男孩身上的很多特点是优点还是缺点，往往在于

我们如何看待它。比如男孩的好动，往往被老师看成

是学生的缺点，因为活泼好动的孩子更容易违反纪

律，更容易出现意外事故。在有些学校，课间跑跳被

看作是一项“重罪”，男孩的生气勃勃被看作学校秩

序的潜在威胁。但是，假如我们换一个视角，不正是

活泼好动塑造了男孩的动手能力和运动能力吗？男孩

子不服从，常常提出老师难以回答的问题，常常搞

“破坏”，但这在很多时候正是创造性的源泉。
在当前应试教育倾向依然突出的情况下，男孩的

优点常常被忽视，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应试教育的评价

机制使男孩的优点无法发挥。毋庸讳言，应试教育是

以考试为导向的一种教育，正所谓“考考考，老师的

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试几乎成为衡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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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唯一标准。应试教育的评价机制：重知识轻能

力，重记忆轻思考，重求同轻求异，重重复轻发现，

重模仿轻创造，重收敛轻发散，重标准轻灵活的价值

偏向，这些都不利于男孩特长的发挥。
如果我们在考试中增多一些动手的、操作的、

推理的、想像力的内容，如果我们在考试形式上更

加多元、更加灵活，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全面、更为

客观地评价青少年的表现和发展，那么我们就有希

望看到，有更多男孩的特点与优势在校园中得到展

现和认可，就可以帮助更多的男孩找回自信，走上

良性发展轨道。
4. 改革教学方式———让课程动起来

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或者学习的方式，大体可

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纯的书本知识学习，另外一

种就是“体验”———通过亲身实践去学习。这两种

方式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但应试教育过于偏重书本

学习，忽视亲身体验和实践，这事实上是否定了大

多数男孩的学习方式，因为他们比女孩更倾向于

“体验”式的教育。
美国心理学专家萨克斯博士认为忽略“体验”可

能导致男孩发育受阻，不是认知发育受阻，而是强烈

的好奇心受阻：所有孩子都要在“学习”和“体验”
之间得到平衡，既需要坐，也需要站；既需要有课堂

教学，也需要有野外游玩，这一点男孩和女孩都需

要。但如果女孩被剥夺了这种平衡，如果她们的课业

像今天一样繁重，只有“学习”，没有“体验”，她们

仍然会做家庭作业，因为对于女孩来说，能够讨好老

师是对她们的一项重要奖励。可对男孩来说不是，如

果把他们在“学习”和“体验”之间的平衡剥夺了，

他们就很容易厌恶学校。如果让一个男孩讲讲从蝌蚪

形成青蛙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而他从没有接触过青

蛙，没有光着脚在小河里追着蝌蚪跑的经历，而把重

心逐渐转移到“学习”上导致的后果是：男孩将逐渐

失去学习的积极性。
男孩往往更喜欢体验式学习，例如男孩可以通过

数手指来学习数学，可以在池塘边用手用眼睛来学习

生物，这样的方式，对他们更适合。
相比较而言，女孩倾向于听觉型学习，男孩倾向

于运动型学习。有时候，让男孩理解某个东西很有困

难，但如果让他动手，他很快就能弄明白。男孩容易

对单纯的知识灌输感到烦躁，但往往对动手实验感到

兴趣盎然。
既然我们了解了男孩的学习方式，那么我们的学

校就应该着力改变以往的强调单纯知识传授的教学方

式，增加青少年的社会实践，让他们有更多接触大自

然的机会，去了解真实的世界，这对男孩有利，对女

孩也有利。
5. 分性别教学———值得一试

既然男孩与女孩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那么分性

别教学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想法。有些地方教育行政部

门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如北京市教委要求从 2008 年

秋季学期起，所有初中的体育课都将实行男女分班。
在谈及男女分班的原因时，北京市教科院基教研

中心体育教研室主任马凌介绍：初中体育实施男女分

班教学，是因为初中以上的学生进入青春期，在体育

锻炼上存在性别差异，女孩侧重柔韧性的运动，如舞

蹈，而男孩更喜欢一些对抗性运动，如篮球等，采取

男女分班教学能使男孩和女孩得到更有针对性的锻炼。
虽然对于分性别教学，仍有不同的意见，但这是

一个值得尝试的做法。如果运用得当，它不但有利于

男孩的发展，也有利于女孩的发展。北京市一些中学

的经验就很值得借鉴。
例如北京十四中实行男女体育课分班教学已经有

十多年了，实践证明男女分班教学确实能提高体育课

的教学效益。
早在 2001 年，上海市第八中学就开始尝试分性

别教学，在高一年级中，各选出男女 48 人，实行男

女同校但分班教学的新模式。2002 年，北京工业大

学附属中学也尝试实行男女分班教学的模式，将高一

年级新生分为五个男孩班和五个女孩班，各占一个楼

层进行教学。
著名教育学家吕型伟先生认为，男女同校分班教学

既能按性别教学，又有与异性接触交流的机会与环境。
在分性别教学方面，国外不乏成功的案例。英国

的一所男女同校的乡镇中学———科茨沃尔德中学，进

行了为期两年的实验，上英语课时，男女孩分开，

教师分别给他们授课 （上其他课时，他们还是和往

常一样男女合班）。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相

应调整教材，按照男孩女孩各自的兴趣、爱好设置

课堂教学内容。
这个实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经过两年的学

习，实验班男孩的成绩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取得高

分的男孩的数量是以前的 4 倍，而且，女孩的成绩也

得到很大的提升。该校校长马里恩·考克斯这样解释

男女分班教学的益处：“男孩发现，当没有女孩在场

（下转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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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今天更多面对的是这样的现实：对中小学

中出现的学生“早恋”现象，教育工作者与父母往往

感到恐慌与焦虑，很多教育工作者与父母简单地把

“早恋”与耽误学习划等号，“早恋生”与“问题学

生”等同。对男女生的交往不是进行引导，不是将较

密切的交往转化为常态，而是采取简单的甚至是粗

暴的方式统统不问青红皂白皆以“早恋”一言蔽之。
这种不恰当的教育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不

仅不解决问题，相反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与严重化，

甚至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引发出不应该发生的一

些问题。在高校，恋爱观教育只是思想品德修养课

程中的一节内容，但现实中基本上处于不提倡不反

对的状态。
同时，婚恋观教育在现实中也很难得到人们的认

同。很多人认为，恋爱婚姻是个人的事情，谈恋爱是

人的本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一种自然状

态，根本无需要什么教育。但现实生活中因婚恋而引

发的问题，已经成为不得不让人重视的社会问题，对

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婚恋观教育缺

失的情况之下，新生代所受到的婚恋观教育都是从他

们所接触的人———如父母、老师等长辈，和他们所能

够接触到的媒体———如电视、网络等获得的，新生代

们往往都是“自学成才”。

三、结 论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爱情教育

是“培养高尚的美好情感”的教育。但这种高尚的美好

情感教育在现实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当我们惊讶

于 90 后网上征婚现象的时候，不应该去指责他们的

“离谱”行为，而应该充分理解并认识到青春期是一个

需要我们关注的特殊时期。了解新生代身心发展的特

点，了解新生代情绪情感及行为的特点，把握新生代内

在的心理需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去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

缺失，不失时机地、积极地介入新生代的成长，注重新

生代婚恋观的教育与引导，使高尚美好情感的培养成为

自觉。这当是成人社会的正确选择与理智行为。■

王玉香：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法系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 / 王珑玲

■
■

■■■■■■■■■■■

（上接第 9 页）

时，他们能放松下来，从而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女孩对此也有同感。”马里恩·考克斯还认为：“分性

别教学带给孩子的并不仅仅是英语高分，而且他们的

行为方式、注意力和阅读水平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

高。我相信，如果在他们还小的时候 （不到 14 岁的

时候），还没有因为迷恋上电视、电脑而放弃学业之

前，我们就实行这种教学模式的话，我们成功的概率

会有更大的提高。”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詹姆斯林中学是另外一个成

功的例子。在分性别教学以前，这个学校问题很多：

不少男孩子打架滋事，怀孕女孩的比例则高达 15%，

学生成绩普遍很糟糕，辍学率相当高。校长痛下决

心，决定实行男女孩分班教学，并按不同方法和风格

施教，女孩子由女教师教，男孩子则由男老师教。结

果，不出几年，学校教学状况有很大的改观：旷课率

下降了三分之二，考试平均成绩提高了 15 分，毕业

后进大学和社区学院的学生比原来多了一倍，而未婚

先孕的现象几乎绝迹。
当然，分性别教学能否成功取决于许多因素，比

如，学校是否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教师的教学方式

是否能因性别不同而的确有所差异等等。
总而言之，男女青少年首先是具有许多相同的特

点和需求，他们需要接受一些共同的教育教学。与此

同时，男女青少年也具有很多不同的特点和需求，因

而需要不同的教育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这就是因性施

教的根据。因性施教应当与因材施教并列为最基本的

教育原则。■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 / 方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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