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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知名平台发布的《2023开学季读书报告》显示，女性成为当

下励志类图书市场的消费主力军，而男性对儿童教育类和心灵哲

学类书籍有更多偏好。本文作者认为，时代不同了，面对着变化

的社会环境和包容的社会文化，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发展中展现出

多元状态，体现在他们的阅读喜好中，也呈现出鲜明特点。在一

个多元发展的社会中，男性和女性都在变化，他们根据自己的特

点和需求，在职业和家庭中有了不同的专注和投入。

全力推动“家庭教育”学科与专业建设

日前举办的第四届平台研究学术工作坊，聚焦“平台社会与数字中国”

这一主题，与会者从平台劳动、性别政治等视角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讨论。本

次工作坊集中讨论了平台控制与劳动主体解放、智媒语境下的性别政治等

议题，不仅拥有理论上的洞见，也颇具现实关怀，除了对草根群体的关注，也

聚焦孤独症、老年人等社会群体。学者们利用多元视角，为数字化时代所遭

遇的各种现实风险与挑战，提供了可能的治理对策。

女性追求励志成长
男性积极参与育儿

■ 王琴

新学期伊始，某知名平台发布了
《2023 开学季读书报告》，报告针对
18~35岁年轻人群的开学季购书行为
进行分析，数据显示男女群体的读书偏
好和传统性别刻板印象颇不一样，报告
总结其为“理性女书迷和感性男读
者”。报告指出，女性成为当下励志类
图书市场的消费主力军，而男性对儿童
教育类和心灵哲学类书籍有更多偏好。

报告显示，2023年女性消费增长
最高品类中，“自我完善”类书籍增长
132%；而在女性消费金额最高的前十
类中，企业管理与培训类书籍增幅最
大。在2023年男性消费金额最高品类
中，儿童文学赫然在列。幼儿心理学类
书籍男性消费增长302%。此外，男性
特别青睐助力升华思维、重塑格局的东
方哲学类书籍，消费增长高达401%。
在消遣娱乐类书籍选择上，男女阅读兴

趣偏好也在悄然改变。相比于 2022 年，
2023年男性用户对于侦探/推理小说偏好
度下降 11%，而女性用户偏好度则上升
11%；对于穿越/重生/架空小说，男性用户
偏好度上升29%，女性用户下降32%。这些
数据让我们意识到，时代不同了，面对着变
化的社会环境和包容的社会文化，男性和女
性在社会发展中展现出多元状态，体现在他
们的阅读喜好中，也呈现出鲜明特点。

搞事业的女性：女性追求励志成长

女性更喜欢读励志类书籍，可能因为当
前的青年思潮更倡导女性专注事业，而不是
专注感情。独立女性才是当下年轻女性追
逐的偶像和榜样。传统社会观念鼓励女性

以婚姻家庭为重，认为年轻女性最重要的
情感需求是谈恋爱、结婚。以前的浪漫爱
情小说里，女性为了爱情要死要活。年轻
人的流行歌曲都是“恋爱大过天”。而如
今，年轻女性大都明白这个世界除了爱情
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婚姻也不是女人的主
要出路，事业才是可以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的资源。那些执迷于爱情的恋爱脑已经
成为被嘲讽的对象。女性越来越意识到，
只有自己独立和强大，才能给自己挣出一
片未来。

当下，女性面临的发展困境更多。要
做独立女性，必须逆风成长，乘风破浪。
如今的年轻人现实压力很大，2023年的
应届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达到1158万
人，就业竞争激烈，女大学生就业难依然
是我们要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

疫情的冲击也使得女性发展受到阻
滞。联合国妇女署公布的数据显示，疫情
期间女性在家务、家庭护理等无偿工作上
投入的时间倍增，全球女性贫困率上升了
9.1%。中国的青年女性大多是职业女性，

一面要坚持工作，一面要承担家务劳动和生
育责任，也使得女性职业发展更容易受到影
响。

重重压力之下，女性又是最具韧性的群
体。她们明白只有投入更多努力才能让自
己在职业中站稳位置。当女性更专注事业，
对自我提升的要求也更凸显。在这份读书
报告中，女性喜欢读企业管理与培训类书
籍，读自我完善类书籍，专注自我的能力培
育和提升，阅读内容显得理性又硬核。

亲子型爸爸：男性积极参与育儿

当女性变得更励志，努力追求事业，积
极向外探索时，男性的社会角色也在发展
变化，他们在走向家庭和关注内心世界方

面有了更多发展。
对于男性而言，事业发展是他们一贯被

赋予的社会责任。而当下的社会环境更加
宽松包容，男性在追求事业之外也可以有更
多选择。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社会鼓励年
轻人多生育，改善人口结构。建设亲子家庭
也需要男性积极参与。社会期待男性作为
父亲更多参与家庭事务，承担育儿的责任。

无论是热播的综艺节目还是主流媒体
的倡导，都在鼓励男人做亲子型爸爸，强调
男性作为丈夫和父亲应该更多参与到育儿
活动中。在今天，做一个积极参与育儿的
好爸爸已经成为社会风尚。好爸爸的角色
可以让男性更具亲和力，也更容易得到社
会认可和女性群体的赞赏。

古语有云，子不教，父之过。父亲一直
都应该是育儿的主力。但是近年来，在很多
家庭中，母亲却成为育儿的第一责任人。如
今，让父亲更多地参与育儿，回归育儿传统，
也是社会对男性家庭角色的期待。当男人
关注家庭，他们也在读书的选择中有所改
变。在2023年男性消费金额最高的图书品
类中，幼儿心理学、儿童文学、儿童教育类书
籍都成为重点。

在参与育儿之外，男性也在积极探索内
心。多元化的社会让男人不必紧绷，男人不
必只有硬汉气质，也可以温柔细腻，敏感多
情。男性对于自我的认知和心理的探求也
在不断增长。体现在读书方面，男性更关注
内在的磨砺和成长，对东方哲学类书籍尤为
青睐。塑造内心力量，可以增强我们面对困
难的勇气。世事艰难，我们不能改变外部环
境，就需要不断修炼自身。

在一个多元发展的社会中，男性和女性
都在变化。女性积极向外打拼，努力发展事
业，男人开始更多向内探索，关注家庭，修炼
内心。这也说明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包容
和多元。男女都有进可攻，退可守的社会角
色和社会责任，他们不再被传统社会角色和
性别刻板印象所束缚。而是根据自己的特
点和需求，在职业和家庭中有了不同的专注
和投入。

倡导男女平等的社会，不是要鼓励颠倒
男女角色和性别气质，而是要给男性和女性
都提供平等多元的社会发展空间。一个性
别平等的世界，就是不被性别角色和身份所
束缚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作为大写的
人，自在自为地成长。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
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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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9月23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家庭教育学
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
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家庭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筹）、南京师范大学主
办，省部共建立德树人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师范
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协办。来自全国近百所高校
和科研单位两百余位国内家庭教育专家学者共
聚一堂，就家庭教育学科建设相关学术话题展开
深入交流。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联络与宣传部副主任史
维生宣读《关于同意成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家庭
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的批复》。家庭教育学专业委
员会筹备组缪建东教授作筹备工作报告，与会代
表认真审议通过《家庭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工作规

则（草案）》等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家庭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96名、监事1
名、常务理事26名。

会上，缪建东当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家庭教
育学专业委员会首届理事长。他表示，学会成立
后将严格按照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相关规定和专
委会的工作规则，强化思想引领，加强组织与队
伍建设；全力推动“家庭教育”学科与专业建设；
加强科学研究，强化学术立会宗旨；推动专业人
才培养，扩大培养规模、提升人才质量；发挥专业
优势，开展资政与社会服务；促进国际国内学术
交流。

当天下午，与会专家学者代表进行了主旨报
告。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管培俊在报告中
指出，高等教育是家庭教育学术发展的责任主

体，要坚持面向高等教育中的家庭教育问题研
究，面向师范生培养的专业能力提升，面向中小
学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培训，面向父母以及未来
父母的家庭教育普及。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主任谢维和作了题为《家庭教育的学科地
位》的报告，他指出家庭教育作为一门科学，下接
个体自身修养，上承国家治理基础，是私德养成
的摇篮，也是公德发展的台阶，在整个教育学科
体系与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重要地位。

家庭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赵石屏
结合自身生活、成长以及治学经历，阐明家庭教
育研究者与指导者需要自带温暖阳光和精气神，
在长期艰苦的探索中持续修炼、保持精神超越和
学术严谨，秉持敬畏之心、家国之念、专业之质、
服务之责，才能读懂家长、理解家长、支持家长。

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雄针对家庭教育学科建设提出十点思考，强调

“亲职教育”“子职教育”和“夫妻教育”作为家庭
教育学科建设研究范式的重要性；指出当下家庭
教育研究应关注青少年儿童“生存”“生活”和“生
涯”等现实课题。

重庆师范大学申仁洪教授在回顾教育部第
五轮学科评估标准基础之上，探寻家庭教育学科
与课程教材建设的核心要素和核心问题。他还
介绍了课程教学系统的关系模型对家庭教育学
科建设的启发，知识学习的整体关联性对家庭教
育专业人才培养标准制定的影响。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提出，家
庭教育适合领域集成式研究，家庭教育专业人
才的培养应以建设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为
目标，使专业学生掌握基本的方法与技能，以

现实问题为根本，以问题讨论和辩论式教学为
方法。

在题为《建构中国家庭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的思考与尝试》的报告中，北京师范大学余清臣
教授用“中国性、自主性、教育学性、知识体系性”
四个变量讨论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高品质建设
问题，提出中国家庭教育学知识体系要以形成创
新思想为根本方向。

最后，缪建东在总结中表示，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家庭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姓“高”名“家”，标志
着各位家庭教育学术同仁形成学术共同体。高
等学校肩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任，应率先探索
家庭教育的规律，传播家庭教育的科学理念，研
究中国家庭教育的厚重历史，揭示中国家庭教育
优秀的文化基因图谱，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
庭教育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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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常灿 马中红

数字化和平台化深刻影响着中
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
程。2023年 9月 23日，中国社会科
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深圳大学传
播学院、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苏
州大学传媒学院联合举办了第四届
平台研究学术工作坊，聚焦“平台社
会与数字中国”这一主题，与会者从
平台劳动、性别政治等视角展开了富
有成效的讨论。

隐蔽复杂的劳动控制与灵
活的劳动群体

平台控制与劳动主体解放是平台
劳动议题下不可或缺的重要议题。伴
随平台技术的不断演化、发展，平台及
其关联的各种社会关系组成合力，更
加隐蔽、复杂地控制、形塑着平台劳动
者的劳动观念和行动。

厦门大学博士生舒竞，上海大学
教授易前良与苏州大学博士生潘莹，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杨仪，浙江传媒
学院副教授王喆与研究生贺果沙等学
者，提出了“认同游戏”“情感‘家’工
厂”“预制同意”“关系工作”等概念，来
阐释理解平台及其关联的组织机构、
群体如何通过大数据、技术、话语、关
系等手段，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嵌入劳
动控制。更重要的是，劳动者也在此
种柔性的规训中，无意识地陷入了资
本和平台的算计之中。

然而，劳动者并非全然受控于平
台及与其相关的各种权力关系，劳动
主体性的内涵与意义逐渐开始被更多
研究者关注。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李
采薇、上海师范大学讲师蔡润芳与硕
士刘雨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彭
步云等青年学者分别考察了网络主
播、出租车司机等群体，发现这些平台
劳动者通过成为跨平台数字零工，累
积数字技术资本、关系资本、声誉资本
等方式，对抗平台结构性的压制或不
稳定的平台劳动。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社科院新闻
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孙萍、中国社
科院大学硕士生陈欣欣与宾夕法尼亚
大学硕士生廖文钰,从传播、媒介与劳
动的角度切入，探究平台化劳动与既
往劳动历史的关联。技术中介下，劳
动边界越来越广泛、普遍，劳动模式也
逐渐转变，这种梳理为我们从历史的
视角理解平台劳动，解决现实劳动问
题提供了可能。

智媒语境下的性别政治

本届学术工作坊中“智媒语境下
的性别政治”板块颇受关注。与会学
者围绕平台与性别展开了深入的探
讨，并集中观照平台劳动、游戏玩家、
身体实践等研究主题，以求推动理论
与实践的共同发展。

性别与劳动研究历久弥新，数字
平台介入其中时，研究者们以更加细
腻和扎实的田野调查，揭示了平台劳
动过程中复杂的性别权力关系。河
北大学副教授朱琳发现，为了让冰冷
的机器人变得如儿童“玩伴”一样温
暖有趣，作为“智伴妈妈”的女工程
师在机器人的研发过程中付出了大
量的情感劳动。然而这种“爱”的表
达却不断被隐形和贬值，人工智能行
业中不平等的性别劳动分工形势仍
然严峻。

随着女性游戏玩家队伍的逐渐壮
大以及众多女性游戏社群的萌生，研
究者们针对这些现象展开了经验研
究，并试图看到在虚拟世界中性别权

力变革的潜力与局限。中国政法大学
讲师滕乐与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雷璐
楠考察了一个“女性玩家联合会”。她
们认为女性玩家社群的建设与生长是
其在电子游戏领域反抗性别霸权的另
类尝试。苏州大学博士生井常灿则认
为通过与硬件技术物、算法逻辑及符
号文本表征三者构成的游戏技术系统
的交互，女性玩家能够建立“硬核”的
技术型身份认同，以男性为中心的游
戏界面文化被打破，属于女性的界面
文化与权力得以流动和重构。

之江实验室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
心副研究员赵宇超、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本科生廖欣宇则从宏观视角试图
拓展性别研究的理论进路。他们提出

“性别平台化”概念以理解平台作为一
种规范、权力、位置如何嵌入、组织、架
构了性别关系和性别身份。

学者们对于平台与性别复杂的互
动和协商过程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我
们进一步推动智媒语境下女性主义理
论的发展，也有助于丰富现实生活中
的性别议题、促进社会性别平等。

平台化进程中的特定群体

平台化进程快速推进，不仅影响
着城市发展、青年群体的表达与生活
方式。草根、老年人等群体的问题与
声音也应被关注。苏州大学教授马中
红与苏州城市学院讲师吴映秋，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王楠与中国社
会科学院大学政治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何晶等学者，关注到短视频平台的“新
农人”、卡车司机群体，发现平台对流
量分配机制的不平等，审核、封号等一
系列规约，造成了“流量鸿沟”。关注
此类群体的问题，是我国建设普惠数
字社区、数字中国必须面对的困境。

也有学者对平台与草根的关系
持比较乐观、积极的态度。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讲师曹钺与重庆大学博士
生陈彦蓉，认为平台化进程对文化生
产领域的重构促进了草根创意工
作。北京大学博士生张文杰则以县
城的出租车司机为研究对象，发现平
台的“地方化”是一个大型技术系统
及其背后的垄断资本与地方原有基
础设施、经济结构、制度环境及文化
习惯的对抗与调适的过程，应当立足
具体的行业环境和地方经验，观察多
元主体的行动策略。

除了对草根群体的关注，也有学
者聚焦孤独症、老年人等社会群体。
深圳大学助理教授任玉琛与深圳大
学硕士生李婷关注孤独症家长博主
为何以及如何与具体的算法情境展
开互动，深入剖析新媒介赋权下弱势
群体与具体媒介情境构成的关系系
统。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徐婧与硕
士生何苗则以网络相亲直播间中老
年人为案例，试图描摹数字媒介中介
下老年人亲密关系的变化。未来，优
化平台的运行机制，是数字平台发展
的应有之义。

本次工作坊不仅拥有理论上的
洞见，也颇具现实关怀。来自法律、
劳动等研究方向的优秀学者，从政
策、法条、平台自治的多元视角，为数
字化时代所遭遇的各种现实风险与
挑战，提供了可能的治理对策。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法研究中心主
任罗斌教授，中山大学博士生赖鸣
华，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赵磊、教授杨
伟国与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陈龙等
学者，分别从国外经验、政府介入、第
三方组织管理等具体的措施出发，为
当下平台治理与社会责任承担提供
了可行的路径参考。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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