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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认同作为一种性别价值判断，决定着主体日常生活的

行动轨迹与自觉程度。本文研究表明，现代女性性别认同以性
别分工、婚恋倾向、性别能力为主要指向，呈现出由工作差异到
婚恋角色再到行为期待的性别认知递进态势。对CGSS 2015的
数据分析发现，受地域、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因素
影响，近半数现代女性性别认同较低，“存在”焦虑明显，而女
性自身能力不自信是深层次原因。需要通过强化教育、改善
环境、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等方式提升女性生活状态，锻造其
文化品质和平等价值观，从而实现解放人、发展人和维持社会
秩序的目的。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作者：张超 周国红
生育意愿是探究城市青年对生育问题普遍看法与应对心理的一

种“社会事实”。既往研究多从子女生育数量、性别偏好两维度对生
育意愿进行测量，而相对忽视了对生育时间维度的考察。实则，研
究青年生育时间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对于理解当前社会生育意愿普
遍低迷的成因有着重要的学理价值。本文利用来自浙江省宁波市
743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在描述性分析与因子分析的基础上，通
过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发现：不同于过往研究发现国家、社会支持显
著影响生育意愿的结论，婚姻状况、风险预估等四个微观层面的变
量显著且负向地影响着城市青年生育时间选择。研究结果表明:我
国快速现代化进程的背后,其实也在建构着城市青年趋向于个体化、
利己化的生育观念。

来源：《学理论》2022 年第 2 期

作者：隋红升 彭雪瑾
艾丽斯·沃克在其代表作《紫色》中真实再现了父权制背景下黑人妇女的

种种生活境遇。在男性的压迫下，以西莉为代表的女性逐渐丧失了自身的主
体意识，最终沦为家庭的奴隶及父权制的帮凶。在西莉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与
探索的过程中，身边的女性榜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开始了反抗男权
压迫、寻求自我的征程。女性不仅依靠自己的才能获得了经济独立，还赢得了
男性的尊重，在与男性的和谐相处中进一步实现自我价值。这不仅展示了沃
克的“妇女主义”思想，也表达了她对男女两性从对峙走向理解、从而实现和谐
生存的美好期盼。

来源：《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刘天红 整理）

《“个体化”视域下青年生育意愿研究》 《<紫色>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存在”焦虑：现代女性性别认
同的多重逻辑》

■ 陈亮 李攀

近年来，《战狼》系列、《长津湖》系列、《狙击手》
《金刚川》等新主流军事影片成为我国电影市场上一
种重要的电影类别。此类影片通过呈现激战赢得胜
利的叙事模式唤起观众强烈的爱国热情。女性角色
在影片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本文从审美角度挖
掘新主流军事片中女性之美及这种女性之美带给观
众的审美体验，最终阐明其美学价值。

美的形象：纯净之美与坚韧之美

美的形象是能带给观众美的享受的具体人物形
象，对新主流军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而言，这种美的
形象则主要表现为两大类型：纯净之美与坚韧之美。

纯净之美是由那些在影片中具有温柔、善良、博
爱等气质的女性形象所呈现出的审美意象：《建军大
业》中的女战士彭援华，《战狼2》中援非的美籍华裔
女医生瑞秋，《金刚川》中的女话务员，《长津湖》中的
红围巾女兵都属于纯净之美的范畴。在《建军大业》
中，女战士彭援华带领女兵为战友缝补衣服，勾勒出
革命队伍中家庭般的温暖，为宏大壮阔的历史增添了
生动的历史细节；《长津湖》中戴红围巾的车站女兵，
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她将脖子上的红围巾扔给入朝
作战的伍万里的这一细节却成为影片传递革命温暖
的点睛之笔。

坚韧之美不同于纯净之美，它是由影片中那些勇
敢、不屈、顽强的女性形象所呈现出的审美意象。《建
军大业》中的向警予、宋庆龄、杨开慧等形象都体现了
这种坚韧之美。片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大
肆屠杀共产党人的严峻形势，向警予旗帜鲜明地反对
向反动派缴枪，与毛泽东在会上一起主张搞武装斗
争，展现了超人的智慧与勇气。此外，片中宋庆龄对
周恩来表示对共产党人继续革命的坚定支持，杨开慧
等待毛泽东回家的深情承诺都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
了女性革命家的坚韧品格。《红海行动》中的女记者夏
楠、女机枪手佟莉都因这种坚韧之美而在有限的叙事
空间中绽放出夺目的光芒。

美的感受：和谐美感与神圣美感

美的感受是美的形象在观众心中所唤起的内在
情感体验，新主流军事影片中的女性之美在观众心中
所能唤起的美的感受则可以分为和谐美感与神圣美
感这两种主要类型。

和谐的审美感受主要由纯净的女性形象或场景
所唤起，是观众感受到影片中女性形象的纯净、美好
而产生陶醉的审美体验。正如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
温克尔曼在评价古希腊艺术时所提出的“高贵的单纯
与静穆的伟大”一般，新主流军事片中纯净的女性之
美带给观众的正是这种单纯、静穆、和谐的审美感
受。《长津湖之水门桥》中七连指导员梅生的妻子，在
送梅生前往朝鲜的时候，没有过多言语，只是静静地

陪着丈夫骑着车，温柔地与丈夫告别，生动而形象地
诠释了“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具体含义。这
种和谐的审美感受让观众更加真实地感受到革命大
家庭的吸引力与共产主义信仰的魅力。

神圣的审美感受主要由坚韧的女性形象或与之
相关的场景所唤起，是观众被片中那些具有顽强意志
的女性形象所激发出的一种对革命事业的崇高信仰
及战胜敌人的豪迈情绪。观众心中神圣审美感受的
产生离不开片中人物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与牺牲。康
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崇高感激起了人们心中抵
抗自然界全能威力的勇气，将人们的精神力量提高到
越过平常的尺度。康德所说的崇高感，正是这种神圣
的审美感受生成的特定表现。在这种神圣审美感受
的生成过程中，女性形象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红海
行动》中，蛟龙突击队的女机枪手佟莉和战友一起为
了拯救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同胞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
开殊死搏斗。佟莉顽强不屈、英勇战斗的场景给观众
带来了强烈的情绪感染，进而在观众的内心也同样产
生了强烈的必胜信念与激荡的爱国热情。

美的价值：艺术之美与人生之美

当影片中的女性之美在观众心中召唤出和谐与
神圣的审美感受后，这种女性之美的最终价值也得到
了显现。这种美的价值主要包含艺术之美与人生之
美两大层面。

艺术之美是指在新主流军事影片中女性之美对
影片美学层次的丰富与美学生命的赓续所具有的重
要价值。诚然，现阶段新主流军事影片整体的美学风
格是以男性阳刚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主流军事片
整体美的生成能够脱离女性之美而独立存在。正如
清代散文家姚鼐所讲，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可以偏
胜，但却不可偏废。新主流军事片虽以阳刚为主要美
学风格，但是女性之美所带来的纯净、坚韧的审美形
象恰恰能够为这种美学风格增添新的审美层次，能给
观众带来更加真实、温暖、神圣的审美体验。可以说
正是女性之美的存在，让影片实现了刚柔并济的美学
效果。另外，女性之美带来了影片美学层次的丰富，
也丰富了影片内在的审美韵味，赓续着红色革命美学
的现代生命力。在《红海行动》《金刚川》《长津湖》等
影片中，男女两性之间除了深厚的袍泽之情外，含蓄
的情感表达与暗示都为影片增添了几分浪漫主义色
彩。这种处理手法并非是以爱情元素的俗套嫁接以
博人眼球，而是为了增强人物间的情感韵味，为刚健
雄壮的战争影像包裹上一层润滑剂，进一步开拓了影
片的美学生命。

人生之美是指新主流军事影片中的女性之美给
观众的人生境界带来的提升效果，有助于观众在现实
生活的繁琐平淡中找寻到崇高的价值与意义，提升自
身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认
为艺术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功能，能够将人从日常生
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而具体到新主流军事影
片中的女性形象，这种艺术的救赎功能则表现为我们
在感受到片中女性角色身上对革命事业的崇高信仰
之后，便不难想到对于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来说还有
什么不能够战胜的呢？当我们怀有这样一种信念而
投身于日常工作时就不难找寻到平凡生命中的价值
与意义。

由此可见，新主流军事影片中的女性以自身特有
的形象给我们绵延醇厚的审美感受，也让新主流军事
片在崇高历史叙事中增添了人性的温暖，更让我们在
面对现实生活时能够拥有一个通往崇高人生境界的
立足点。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传媒学院）

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留守女童积极发展态势良好，同

时也存在成长困境。如何为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留守女童提供可持

续性发展的支持和关怀，是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作者认为，应关注

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塑造其社会化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良好行为

方式和习惯；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界限，倡导家庭性别平等并惠及女童；

不断提升留守男童的积极发展能力。

近年来，《战狼》系列、《长津湖》系列、《狙击手》《金

刚川》等新主流军事影片成为一种重要的电影类别。

女性角色在这类影片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本文作

者从审美角度挖掘新主流军事影片中女性之美及这种

女性之美带给观众的审美体验，认为新主流军事影片

在崇高历史叙事中增添了人性的温暖，也

让我们在面对现实生活时能够拥有一个通

往崇高人生境界的立足点。

■ 程绍珍 李肇敏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提出坚持儿童优先原则，加强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将“促进儿童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提到了战略高度。关注
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与社会适应的异
质性，有助于教育实践中更精准实施干
预方案。为此，笔者及研究团队课题组
在中部地区选取劳动力外流的大省河南
省4个乡镇7所学校3-7年级农村儿童
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630份，并
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

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与社会
适应的现状与特点

区别于以往研究多聚焦农村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不良等消极问题，本调查基
于个体与环境互动的角度深入探究农村
留守儿童积极发展与社会适应的现状与
特点。调查发现，随着近年来农村留守
儿童群体的教育生态趋于好转，农村留
守儿童特别是留守女童积极发展态势良
好，展现了良好品格和勤劳、努力的传统
美德。

其一，农村留守儿童在友爱善良、
有志进取、诚信和自律、乐观坚毅等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方面的优秀品格得分
相比非留守儿童要好。以大于中华民
族传统品格平均数加 0.5 个标准差设
定为高发展水平，得分在平均数加减
0.5 个标准差内的被试命名为中间组。
结果显示，高分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
儿童人数各占 48.6%和 40.4%；中间组
留 守 儿 童 和 非 留 守 儿 童 人 数 各 占
59.1 %和 39.7 % ，显示超过 54%的
留守儿童处于很高或较高的水平，比
非留守儿童高出13.8 个百分点。这表
明，大部分留守儿童虽然面临父母缺
席、城乡分离等不利的留守环境，但是
依然有积极、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其二，农村留守女童的品格和适应能
力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在有志进取、诚信
和自律、乐观坚毅、社会情绪与生活适应能
力得分等方面，留守女童高于留守男童；以
大于中华民族传统品格平均数加0.5个标
准差设定为高发展水平，高分组留守女童
和留守男童人数各占53.9%和46.1%；留守
女童比留守男童高出7.8个百分点。

其三，农村留守女童的整体积极发展
水平相比留守男童要好。以发展水平平
均数加0.5个标准差设定为高发展水平，
高分组留守女童和留守男童人数各占
57.4%和42.6%；留守女童比留守男童高
出14.8个百分点。入户调查显示大部分
留守女童都具有“向阳而生”的美好愿望
和心态，争先恐后参与团体活动，渴望关
爱和关注，如同美丽的向阳花，“给点阳光
就会灿烂绽放”。

其四，假期女童比男童承担了较多的
家务和田间劳动。留守男童帮父母干农
活做家务人数占留守男童人数的52.6%，
做自己事情人数占47.3%；留守女童帮父
母干农活做家务人数占留守女童人数
63.4%，做自己事情占36.6.%；留守女童
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比留守男童高出
10.8个百分点。

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与社会
适应性别差异分析与启示

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留
守女童积极发展态势良好，同时也蕴含成
长困境。如何为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留
守女童营造健康成长氛围，为他们提供可
持续性发展的支持和建设性关怀，是当下
需要思考的农村教育问题。

其一，农村留守儿童在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方面的优秀品质好于非留守儿童。

显示大部分留守儿童在不利的诸多风险
生态环境中，同样可以激发潜能和自身积
极的品质，他们具有积极成长和发展的愿
望和固有能力，可以成为自我发展的主导
者。过分夸大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是不
恰当的。要建立“减少问题”与“促进积极
发展”双管齐下的留守儿童关爱新思路。

其二，留守女童的品格、社会适应能
力、整体积极发展水平比男生好。可能的
原因一是社会宏观环境的改变，形成促进
留守女童积极发展的外界环境。一个明
显的变化是“教育性别平等原则”的落
实。接受中、小学教育的女孩子在校率提
高，提升了农村女童教育、发展的机会和
能力。其次，农村家庭对女孩子教育投资
趋于增长的态势。调查发现，“养儿防老”
的传统理念趋于瓦解；女儿成年后在照顾
父母责任、亲情支持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
色，客观上影响父母舍得为女儿的教育投
资。使其在积极健康发展中发挥作用并
从中平等获益；此外，个体也在自身发展
中扮演了重要的行动者角色。获得积极
发展的留守女童能更珍惜身边多重社会
资源和情境资源，发挥自身优势，克服环
境的制约，在建构自身的生命历程中积极
发展。

其三，留守女童社会适应能力得分
较高也与传统性别规范有关。原因可能
来自两方面，一是留守期间家庭监护对男
童倾向放任，使其自我行为的约束和控制
能力较低，缺乏监管和约束的放任型教养
方式不利于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发展，自我
控制低的儿童更容易出现问题行为和适
应问题；另外，与性别的生物学因素相关，
男孩子更容易调皮、冲动、多动，特别是中
小学阶段的男生成熟相对较晚，容易出现
人际交往和适应问题。

其四，对留守女童的支持性教养方式
不足及成长困境。尽管留守女童发展问
题已经得到社会积极关注，但对留守女童
的社会支持多为地方政府、妇联或其他社
会团体发起的项目活动。在乡镇的调研
和团体活动分享交流中，更多的女孩坦
言，父母外出打工，地里农活、弟妹的看护
和大部分家务劳动是在留守家庭监护人
爷爷奶奶的支配下由女孩承担，男孩更倾
向于出去玩、校外游荡、甚至迷恋网络游
戏；祖辈监护对留守男孩倾向不予约束、
放任、宽容，形成某种程度“管护”空档，对
留守女童也难以提供实质性的关爱、支持
性的教养方式，留守女童依然面临突出的
成长困境。上述情况本身也透视出留守
女童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格局在短时间
内很难发生彻底改变，仍会在人口流动、
家庭拆分模式中得到延续。

其五，行为是习得的过程，童年期的
行为方式对其发展的影响可能具有长期
效应。有研究对义务教育阶段不同留守
经历在后天的职业发展、生活状况的动
态历程追踪发现，儿童留守阶段中性别
劳动分化，即留守女孩较留守男孩承担
更多再生产劳动经历，会提前形塑未来
性别化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如果他
们对曾经的经历不能建立起合理的认
知，可能导致其成年后面临融入社会的
困难。因此探讨不同经历、不同养育方
式对儿童成长发展的影响是值得探索的
研究议题。在教育和培养过程中，应关
注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塑造其社会
化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良好行为方式和
习惯；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界限，倡导家庭
性别平等并惠及女童；不断提升留守男
童的积极发展能力。

（程绍珍为黄河科技学院社会性别/
儿童研究中心主任，李肇敏为郑州大学硕
士生）

注：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
目(20YJA840002)阶段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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