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儿童性别角色的社会化



第一节  儿童性别定型化过程

一、性别定型的几个根本概念

性别：根据生物学特征对人类群体的根本界定。

性别角色：被社会认可的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

的一种地位，也是社会对男性和女性在行为

方式和态度上期望的总称。



• 性别同一：根据身体结构

和功能来确认自己是男性，

或是女性，就是性别同一。

• 性别角色同一：根据社会

对性别角色的要求来确认

自己。



二、性别定型化的开展过程

性别恒常性的开展

对性别期待的认识

性别偏爱

性别角色行为的采择



性别恒常性的开展



对性别期待的认识

• 3岁儿童不仅能分辨自己和别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还懂得不少有关性别角色应有的活动和兴趣。但

这种认识十分刻板。

• 5岁左右儿童开始认识到一些与性别有关的心理

成分。

• 儿童中期的学生对社会性别角色的认识不断深化，

能较好地接受与规定的性别角色不同的行为。



性别偏爱

• 男孩更加喜欢男子气的活动并对这类活动感兴趣，但女孩

不一定喜欢或对所谓女子气的活动感兴趣。女孩往往转向

偏爱男子气的活动，接受男子气的个性特征。

• 测定儿童性别角色的偏爱：IT量表



性别角色行为的采择

• 儿童的行为很早就显示出性别类型。学前儿童已

开始选择同性别伙伴一起玩游戏。到了小学，这

种性别分割的情况更加突出。



    15-36个月的儿童玩具的选择



第二节  性别差异产生的因素

一、性别差异的表现

身体和动作方面

认知方面

社交和情绪开展方面



身体和动作方面差异的表现

• 出生时女孩在身体和神经系统方面的开展比男

孩快些。男婴出生时身体比女婴长些、重些，

对痛的敏感性低些。

• 女婴的活动比较精细，大局部是面部表情；男

婴表现了更多自发性活动，由大肌肉活动构成。

女婴触觉和痛觉阈限较男婴低。

• 男孩从受精开始就显示出身体生长的脆弱性。



认知方面的差异

1、男女性别差异的年龄倾向和具体表现

学龄前差异不明显；幼儿时期女孩的智力略优于男
孩，但不显著；从学龄期起智力上明显出现性别
差异，女婴智力优于男婴。但是，当男性青春顶
峰期到来时，男性的智力开始逐渐优于女性，并
且随年龄增长，这种优势愈益明显。青春发育期
结束才逐渐减弱继续扩大的趋势。



认知方面的差异

2、男女智力有不同的优势领域

语言：女性在语言的运用方面占优势，男性在言语
表达和操作方面占优势。

感知：男性的视敏度优于女性，女性有较好的听觉
定位和分辨力。



2、男女智力有不同的优势领域

• 记忆：男性的理解记忆和抽象记忆较强，而女性
的机械记忆和形象记忆较强。

• 思维：男性偏于逻辑思维，女性偏于形象思维。
关于男女在创造性和发散性思维方面有无差异的
问题，没有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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