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以现代女性的职场生活为主题

的都市剧，成为荧屏上颇具看点的类型。都

市女性职场剧关注女性成长与焦虑，但就具

体剧集和女性形象的塑造来看，大部分同类

剧集尚拘泥于以爱情、偶像元素包装职场，

内容悬浮于职场之外，更悬浮于独立女性形

象塑造之外。本文作者认为，都市职场剧塑

造独立女性，一是要将故事场域放置于真职

场，二是要表达真正的女性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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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敏

职场剧，一般是指以职场话题和故事为题材的
电视剧。职场电视剧用艺术化的手法将现实职场生
态投射在荧屏上，2008年的谍战剧《潜伏》因生动的
职场描述被打上了职场剧的标签，2010年的《杜拉拉
升职记》也成为关注度较高的职场剧。

以都市女性成长为视角的职场剧是最近几年的荧
屏热点。从《欢乐颂》《北京女子图鉴》《亲爱的，热爱
的》，到《安家》《理想之城》，都以职场为背景探讨女性的
职业困境与成长。本文试图从近年来热播的都市职场
剧入手，探讨此类剧集的创作走向，评估该类剧集在女
性形象塑造中呈现的问题，并讨论探索与突破的方向。

悬浮：披着偶像剧外衣的假职场剧

很长时间里，相对于宫斗剧和家庭伦理剧等类
型剧，职场剧不是国产剧创作的主要类型，女性都市
职场剧更是缺乏。所以，近年来《谈判官》《精英律师》
《我的前半生》《北京女子图鉴》《正青春》等剧目被认
为填补了此类作品的空白，是表达“她力量”的一种方
式。但是，过于悬浮的人设与剧情，让部分这类剧目
只是换上了女性职场剧的“新瓶”，而不脱偶像剧、爱
情剧的“旧酒”，更与女性独立关系不大。比如《完美
关系》里的女主作为公关没有职业素养，只剩恋爱脑；
《精英律师》里的女主背法律条文很熟，职业素养却遭
质疑；《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君是职场女性逆袭的典
型，但是左有唐晶做闺蜜，右有贺涵做人生导师，全程
主角光环开挂，人物缺乏内核。

近年热播的都市女性职场剧《正青春》中，清一
色的女性职场角色很是吸睛，逆袭职场小人物、精明
能干的职场中高层群像等，塑造了不同侧面的女职场
人。不过该剧还是用较多篇幅表现了每个女主的爱
情故事，而在职场人设方面则给人“爽文”之感。女主
角章小鱼的人设是“野路子”、机灵、记忆力超强、销售
天才。而章小鱼的对手凌潇潇则是高学历留学生，实
战经验不足心机来凑。为了突出章小鱼的销售天才
人设，硬生生把一个高学历留学生写成了刻板化的反
派。《正青春》超强“爽感”的剧情背后，多位女性角色
的刻板化，职场女性间的“羞辱”与丑化，都让这部剧
与“爽感”女性宫斗剧没有太多本质区别。

今年热播的都市职场剧《理智派生活》中，秦岚
饰演的沈若歆是一家汽车公司的中层经理，负责法律
相关业务，业务能力突出，恪守积极正向的职场守
则。从人设到剧情仿佛是地道的职场戏，让人对这部
戏充满期待。但该剧后半段还是陷入了“姐弟恋”的
套路，职场戏退位，狗血感情戏加码。

探索：受制于原生家庭的职场女性

因为现实感不强，相当多打上女性职场剧标签的
剧集，在表达真正的女性成长与独立方面，尚不及近年
来逐渐热起来的女性综艺。2021年上半年，已上线近
20档聚焦女性职业及家庭、社会议题的综艺节目，《姐

妹俱乐部》《上班啦！妈妈》等聚焦“她话题”的女性综
艺，虽然难以对女性困境提出解决办法，但都或多或少
将真实的女性困境呈现了出来。

都市女性职场剧在独立女性角色塑造方面，《都
挺好》里的苏明玉、《安家》里的房似锦较为典型。她
们作为独立都市女性形象在剧中的表现依然可圈可
点。然而，苏明玉与房似锦的独立女性形象塑造的刻
板化问题在于创作者过多地将她们的成长困惑归结
为“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的影响。《安家》里的房似锦
这个名字的来历，就是一段伤心往事。“我是房家，要
扔在井里头没死成的老四，房四井。”而把她扔井里
的，不是别人，是她的亲生母亲。好不容易被爷爷给
救下来的房似锦，因为家穷不能读书，十六七岁离家
外出打工。随后的岁月里，房似锦也被母亲当成提款
机。《都挺好》里的苏明玉从小有个重男轻女的母亲。
类似的女性形象，在《欢乐颂》里则是樊胜美。

从樊胜美到苏明玉再到房似锦，这些受制于原
生家庭的女性形象塑造，虽然极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也对“重男轻女”等陈旧社会观念起到一定的批判作
用，有利于重建平等的性别意识。但就独立女性的塑
造来说，往往把女性奋斗及追求独立的动机窄化，长
远来说，不利于独立女性形象的树立。女性的独立应
来自内心的需求与自我驱动，尤其在职场这个最能体
现女性自我价值和自我表达的空间，最易突破家庭的
羁绊与束缚，完成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人生诉求。

突破：真职场真独立的“大女主”

目前正在热播的女性都市职场剧《理想之城》，
因为塑造了一个完全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立女性形象
而受到好评。《理想之城》对于独立女性塑造受到褒
奖，一是故事放置在了真职场，二是这个女性形象有
着真正的独立意识。

真职场设置让故事不悬浮。近年来的女性职场
剧多聚焦新鲜行业，比如公关、律师、游戏等，而《理想
之城》则表现了一个“老行业”——建筑业，女主是一
个业务能力过硬的造价师。《理想之城》的画面显得十
分“糙”：拥挤不堪的地铁，脏乱逼仄的办公室，不修边
幅的总经理……而作为主角的苏筱，衣服是灰不溜
丢的，发型是参差不齐的，全然不见主角光环。《理想
之城》最核心的剧情推动不是靠误会，不是靠恋爱，不
是靠“宫斗”，而是贴近行业，讲行业数据、讲行业干净
的竞争，真职场的细节直逼现实。

真独立的“大女主”也让人有久违质感。孙俪饰
演的女主角苏筱作为建筑公司造价师，不利益输送、
不沾染复杂人情关系，专业能力扎实，坚守安全质量
底线，她追求的是做干净的职场人。苏筱是很多普通
职场打工人的缩影，拼命工作、遵守原则、保持底线，
但不同的是她是职场上的女版“许三多”，这个女孩的
逆袭是因为有着强大的自我驱动力。苏筱职场连升
三级，被认为是利用心机和女性优势，遭到公司高层
的集体围攻，反映出女性成功背后的世俗眼光及落后
的社会性别意识。但她并没有屈从，靠着顽强的毅力
和专业智慧赢得了胜利，体现了真正的女性独立。

作为女性职场逆袭大剧，《理想之城》的爱情戏分
量不重。特别是，在爱人与自己的价值原则冲突时，苏
筱选择了忠于自我。赵又廷饰演的男友夏明，是颜值
和情商智商均在线的海归，但他强调在职场中研究人
心，希望利用潜规则达到目的。而苏筱却坚信正义能
战胜潜规则，并用她的坚定和执着实践了这一信念。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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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女性在健身领域不再止步于参与者，健身团课教练成为女

性占比较高的新兴职业。在互联网平台介入的背景下，这项职业给女性

价值实现带来了哪些新的空间与规训？她们的职业实践又参与建构了

怎样的审美与性别文化？围绕上述问题，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与中国

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牛天博士进行了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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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关注关注

作者:薛宁兰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中国防治性骚扰的进展主要从学说、立法、司法三
个层面体现。启动于不同年份的定性和定量调查揭示出性骚扰的社会危害性以及
界定性骚扰概念、建立防治机制的重要性。对性骚扰议题的本土化研究，既要在国
际视野下进行比较分析和鉴别，又要立足本土实践，从立法演进和司法实践中探索
出本土的社会治理模式。从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至今，中国专门防治性骚扰的法
律制度从无到有，不断健全，渐成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性骚
扰规定的突破是历史性转折，民法典相关规定的确立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将性骚
扰损害责任纠纷单独列举为民事诉讼案由，与性骚扰这一侵权行为的特性更加贴
切，有利于司法准确判定案件性质、及时保护受害人权益。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4期

《防治性骚扰的中国之路:学说、立法与裁判》

作者：谢桂华 刘昕毓

本文使用中国教育跟踪调查（CEPS）的数据资料，从个体、家庭、
学校和地区四个层次探讨了性别观念对女生数学能力的影响。研究
发现，学生和家长对性别角色的刻板认知对男女生的数学能力都有
显著的影响，对男生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对女生则产生了抑制作
用；但性别刻板印象威胁并未对女生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家庭子女
的数量与性别结构及当地的性别比等因素对男生和女生的数学水平
都不具显著影响。因此，影响女生数学学习的主要因素在于女性自
身以及家庭对于性别与数学关系的刻板印象认知，而非重男轻女的
传统观念与行为。

来源：《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4期

《数学的性别——性别观念对初中
生数学水平的影响》

《性别冲突与父权制意识形态批判——
微博“热搜”话题的批评话语分析》

作者：董扣艳

性别研究具有深厚的话语分析传统。本文通过收集2020年度微博
“热搜”中的性别话题及其评论区留言为文本，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在
剖析网络空间女性话题的公共呈现、女性形象的男性书写、女性身体的男
性凝视、女性选择的价值之争、老年女性的情感缺失等多重父权叙事的基
础上，深刻揭示网络性别话语背后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本研究遵循
性别由社会文化建构的逻辑理路，从社会结构和传播媒介两个层面探究
了网络空间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并据此提出破解父权制意识形
态、建构平等社会性别秩序的实践思路。

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范语晨 整理）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范语晨

随着健身运动的专业化，健身团课教练
成为近年来女性占比较高的新兴职业。中
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牛天博士
在研究中发现，互联网平台的介入下，这项
兼具专业性、情感投入与审美展示的职业给
女性价值实现带来了新的空间与规训。围
绕女性团课教练职业发展的机遇与阻碍，及
其背后的审美与性别文化建构，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与牛天展开了深度对话。

职业素描：专业性与个性之间

记者：女性健身团课教练不仅是您近
期的科研关注，也是您从事多年的兼职。
您能否为女性团课教练群体画一个大体的

“职业素描”？
牛天：我最初是作为学员进入健身领

域的。当时因为我表现不错，被教练选中
做助教，后来又考取认证，成为兼职教练。
2016年起，我开始作为研究者对女性团课
教练群体进行调研。

从我的观察来看，健身团课教练群体
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女性在其中占比
多。健身团课除了力量型的项目，还有舞
蹈类、静态瑜伽类等，女性在很多项目中具
有天然优势。二是职业流动性极强。三是
兼职教练比例不断上升。兼职教练是我研
究的一个重点。对女性而言，以健身教练
为主职会面临更多的职业倦怠感和瓶颈
期。而兼职教练的人群画像很丰富，她们
本职工作各异，多出于兴趣进入这个行业，
职业认同度相对较高。拿我自己来说，主
职与兼职形成了优势互补。科研主职让我
有更好的逻辑分析能力，在备课过程中擅
长拆解套路，避免死记硬背；团课的锻炼也
让我具备好的身体，拓展了研究领域，团课
教练的经验成为我最真实的田野体验。

记者：与传统的健身房运营相比，互联
网平台的介入给女性团课教练这一职业带
来了哪些变化？

牛天：互联网平台的介入打破了传统
健身房办卡、固定排课的经营模式，代之以
按次付费、灵活约课的开放形式，这给男性
和女性教练带来了一些共同的变化，例如
上课时空更具灵活性。

而对女性教练来说更突出的变化在
于，互联网平台延伸了教练与学员的互动
空间——学员约课前可在平台上看到教练
的照片与简介，课下也可在APP上与教练
继续交流。这一变化对女性教练的影响有
两面性。一方面，由于女性有更强的自我
审美化意识，也更擅长沟通与建立情感联
结，互联网平台给女性教练发挥自身的特
质与优势带来了更充分的空间。我的调研
显示，女教练对学员留言的回复率更高，处
理分歧的方式也更具柔性与建设性。而另
一方面，单次约课的机制使教练留住学员
的压力更大，原先雇主对教练的单一控制
分散到了学员一端，女性教练因此面临更
隐蔽的审美与情感规训。

记者：健身团课的吸引力不仅取决于
课程内容，也与教练个人的形象与魅力密
切相关。女性团课教练怎么看待在职业中
个性成分的凸显？她们会更看重学员对专
业素养而非个人形象的喜爱吗？

牛天：首先应说明，教练的形象管理
与个性凸显是不分性别的。无论男性教
练还是女性教练，都会展示闪光点，对自
己的职业面貌进行整饰。此外我也发
现，随着自身专业度和学员认可度的提
升，教练们塑造“人设”、凸显个人特质的
意识会相对淡化。

同时，职业性与个性的关系也是我非
常关注的。我曾问过很多学员，在选择女
教练时最看重什么，大多数人回答会衡量
教练背景与课程精髓的契合度、专业水准
以及调动氛围的能力，并参考过往学员的
评价。教练外貌和眼缘也会被看作“加分
项”，但并非决定因素。可见，当下健身受
众日趋理性，专业素质已经成为大家评判

从业人员的主要标准。而在我访谈的超过
50个女性教练中，无论是否在世俗意义上
具备“外貌优势”，她们都普遍更看重学员
对自身专业素养的肯定。我也发现，具有
所谓“外貌优势”的女教练，往往格外警惕
外貌红利带来的短暂的学员黏性，因此更
刻苦地打磨技术，以期职业的可持续发展。

情绪、审美与性别气质：规训中
的多元构建

记者：情绪劳动是您女性团课教练研
究的关注重点之一。相比以霍克希尔德为
代表的社会学家对情绪劳动中异化现象的
批判立场，您的研究更多地揭示了情绪投
入对教练自我价值实现的积极意义。这种
积极意义的实现逻辑是什么？

牛天：健身教练不仅要教授动作和技
巧，而且要充分调动学员的情绪。因此，当
教练需呈现的情绪与本真情绪存在冲突
时，情感扮演和异化不可避免。但与其他
服务性行业不同的是，健身教练有持续性
的、密集的、交互性的情绪劳动特点。课堂
上教练与学员的情绪交流是双向的，加之
女性更强的情绪感知能力，这就给女性教
练积极的自我实现提供了可能。

我对此有过切身体验。不久前一次授
课时，我情绪很失落，踩着点到了教室。当
时一位学员对我说：“老师我正要给你发信
息，担心你不来了呢！”听到这话，被需要的
感觉便把我从失落中拽了出来。随着音乐
响起，我看着学员们脸上的表情和动作的
进步，自己的烦恼已经烟消云散。此时我
并不觉得自己是刻意扮演快乐，而是在课
堂气氛和学员们的回馈中真正得到了疗
愈。可以说，在有意识的情绪管理下，女性
团课教练也在动态的工作过程中激活了真
实感受，实现了个人情绪与自尊的满足，加
强了对自我价值的认同。

记者：健身领域的特质使女性团课教
练跳出了“白瘦幼”的审美标准，力求在平
台上展示阳光活力的、符合具体课程精髓
的形象。这是否会导致另一种更为精确的
身体规训？

牛天：的确，女性团课教练的形象展示
有其固定模式。我们在平台合作的照相馆
拍摄头像，拍摄者深谙健身领域的审美“套
路”，会指定一些拍摄动作与姿势，以符合
不同课程的审美需要。这意味着在脱离传
统审美标准后，另一种更为细分的“美”被
流程化地生产出来了。

但我在调研中也发现，女性团课教练
自主的审美意识仍在不断增强，她们的形
象与受众期待之间并不是单向规训的关
系。比如来源于新西兰的莱美课程，其典
型审美标准是黝黑、健美的，但教练们并不
会简单趋从这一风格，而会相对理性地评
估自己适合什么，有的教练选择美黑，有的
依然坚持原本的肤色。而女性教练的审美
自主性也会影响到学员的意识，引导学员
逐渐走出审美盲从，建立独立的审美判断。

记者：您关注到，由于中性气质在学员
中更受欢迎，部分女性团课教练会有意识
地弱化性别角色。这种策略性的性别气质
管理是否真正有利于多元审美与性别气质
的构建？

牛天：在健身团课的学员中，女性占绝
大多数，因此男性教练有着“异性相吸”的
特殊优势。而女性教练发现，较为中性的
气质比传统的女性气质更有亲和力，容易
拉近与女性学员的距离。因此，部分女性
教练弱化性别角色，的确存在与男性教练
竞争的考量。

但从另一视角看，这一策略的选择本
身就意味着，社会文化对性别气质的认知
已逐渐走出了两极化的僵硬区隔，走向了
更为包容的接纳。女性不再需要固守刻板
的“女人味”，而拥有了调试、管理性别气质
的权利与空间。我的调研也发现，健身学
员心目中的女性教练榜样，也逐渐无关乎
样貌与性别气质，而是具有积极、勤奋、向
上等男女共通的职业品质与人格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