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缘何渐近“她时代”
女生比例越来越高，成绩越来越突出
本报记者 李晓闻

现象：高考报名，女生人数超男生

在一片关注声中，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
帷幕。今年高考，岛城一个现象引人关注，考
生半数以上是女生。

青岛市招考办统计数字显示，在今年刚
刚过去的高考中，青岛有34955人报名参加考
试，其中女生有18322人，占总人数的52 . 42%，
比去年的51%增加了1 . 42个百分点。而就在
2010年，岛城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还是男女
持平，女生占报名总人数的49 . 83%。

高考报名人数直接反映的是当年高三
学生人数。由此看来，近两年的高三生，男生
显然少于女生。而从人口出生信息来看，长
期以来，同年出生的男孩一直要比
女孩多。

记者从青岛市计
生委了解到，

自1993年以来，青岛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稳
定在正常范围，即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应出
生103至107个男婴。今年参加高考的学
生，多是1993年或1993年以后出生
的，男生反而比女生少了1600多
人。出生时相对弱势，发展
趋势却逐渐走强，优秀
群体“女生现象”
凸显。

调查：

中考：直升生过半是女生

在前不久的市区优质高
中直升生考试中，男女生的
比例也十分引人关注。4所高
中，每一所的直升生报名人
数都是女生居多。

比较明显的是青岛 9

中，报名的100名考生中，女

生就有60多人。青岛58中有
200人报名，其中女生有120

多人。对此，有老师称，在
近年来的直升生考试中，
男女生比例失调这一现象
一直如此，而且有越来越
严重的趋势。今年，青岛 2

中最终录取了 1 0 0 名直升
生，其中有5 5名是女生。一
部分男生就是在这样的选
拔性考试中，被“淘汰”了。
因此，同一批进入高中，特
别 是 优 质 高 中 的 孩 子 当
中，男生自然就少了。

大学：理科班出现“小超女”

中考的门槛挡住了一部
分男生，在模式相同的高考
竞争中，男生同样不怎么占
优势。文科专业女生越来越
多，理科专业女生越来越拔
尖，这在各大高校似乎已经
成了不争的事实。

青岛大学旅游管理专业
大二学生小蕊说，近几年他
们专业男女生比例越来越不
均衡，上一届女生人数大约
是男生的两倍多一点，到了
他们这一届女生人数是男生
的三倍。

而理科专业虽然还是男

生居多，仅有的几名女生也
往往表现突出。青岛大学机
电学院辅导员褚琳娜说，院
系中女生表现越来越强势，
往往男生做不到的她们都能
做到，“学院举办的活动，女
生不仅能编舞蹈排节目，还
能导演、布置舞台、拉赞助，
几乎担当了主要角色。”以热
能与动力工程专业为例，一
个班男生有25名，女生只有5

名，却有4名女生成绩一直排
在班级前十名，其中还有两
人担任团支书和学习委员。

青岛大学化工专业，大

二有一名叫王朝阳的女生，
不仅学习成绩排名班级第
一，还是学生干部，是学院组
织活动的主力。王朝阳被许
多男生称为“小超女”。青岛
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孟天运也
说，在青岛大学的很多班级
里，成绩前十名的学生当中
几乎找不到一个男生。

同样，在以理科专业为
主的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
技大学，男生人数远远多于
女生，尽管如此，各专业经常
考第一名的优秀生，仍然以
女生为主。

最近几年，岛城参加高考的女生比例持续上升，人数逐渐压过男生，高考渐
进“她时代”。在靠成绩说话的中学甚至大学阶段，女生渐渐呈强势，并逐渐从校
园蔓延到社会。对此，有教育界人士认为男性在学业和社会上已经面临危机，也
有专家认为不必过分担心，女性获得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原本就是社会
的一种进步。

职场：用人单位稀罕“优秀男”

青岛开发区一家外资
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李女
士告诉记者，他们在面试新
人时，总经理都是比较倾向
于选择男性。“有一些岗位
是比较适合女性的，比如文
员、翻译，但是大部分岗位
都至少需要一两位男性，来
适应出差、加班还有一些强
度比较大的工作。”李女士
直言，公司的岗位都是一个
萝卜一个坑，没有闲职，一

般新招进来的女员工都很
年轻，总有一天要面临结婚
生子。一旦女员工休产假，
她负责的那部分工作就没
有人做了，只能让别的同事
先担着。

“有一个部门只有四个
人，除了一个年纪稍大点
的部长，另外三个都是差
不多大的女同事，她们去
年、今年都结婚了，像这种
情况，我们就很担心她们

赶 巧 了 一 块 生 孩 子 休 产
假。别说赶一块了，就是一
个一个轮着休产假，公司
都没法应付！”李女士说，
尽管如此，每年招进来的
新人当中还是女性居多。
春节前，这家企业组织过
一次针对应届毕业生的招
聘，结果笔试结束后，进面
试的竟然没有男性。无奈
之下，他们在今年2月又组
织了第二次招聘。

▲岛城一所高校的新生军
训现场，有的队伍几乎成了“巾
帼军”。(资料片) 杨林 摄

分析：

规矩女孩更易成“考霸”
市南区一所小学的副校长称，

一直以来，小学阶段的女生相对比
较听话，成绩也好一些，男生要么调
皮捣乱不爱学习，要么比较腼腆不
爱出头，这是因为女孩智力发育比
男孩要早一些。但是慢慢地，这种现
象似乎渐渐蔓延到了中学、大学甚
至社会上，优秀的女孩越来越多，男
孩却显得越来越默默无闻了。这其
实和性格有关系，因为女孩生性偏
安静，在学习理论知识、记忆书本内
容等方面相对要擅长一些，更容易
适应现在的考试模式。

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
蔡勤禹觉得，当前的考试制度对女
孩比较有利，导致不少女孩的考试
分数都比男孩要高，自然出头的机

会也就多一
些。但是看得出
有关方面也在尝试
改革，比如现在许多
名校都有自主招生这一
环节，高考成绩仅作参考。

青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孟
天运认为，“阴盛阳衰”现象可能与
现行的教育模式有关。除此之外，很
多家长受传统观念影响，对男孩管
束得比较少，而对女孩则要求比较
严格，认为女孩就应该规规矩矩的，
这也是造成女生听话守纪、成绩优
秀的原因之一。

孟天运说，社会应该给男性提
供更多的发展空间，使男性、女性均
衡发展。

“阴盛阳衰”是社会危机

青少年研究者孙云晓早在两年
前就提出了“男孩危机”一说，认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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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吁“拯救男孩”、因性施教。

“如今教育已经成了不可逾越
的门槛，学业失败的男生将越来越
难找到好一点的工作，在建立家庭
方面也将面临更大困难。根据美国
2005年的统计，一个年轻男人如果没
上过大学，他的收入不到大学毕业
生的一半，被解雇的风险比大学毕
业生高3倍，离婚、犯罪、无家可归的
概率也更大。学业上的帮助可能是
预防这些社会问题的最经济的投
资，难道非要等其威胁到大多数男
孩的生存才值得关注吗？”孙云晓在
博文中这样写道。

青岛大学法学院讲师谢剑南也

说，如果在一个单位，业务骨干都是
以女性为主，那么同一单位的男性到
了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职业
焦虑感，如果男性压力过大，还有可
能引发一些心理问题。

女性冒尖，未必是坏事

不过，也有乐观人士表示不必过
分担心。

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
蔡勤禹说，越来越多的女性冒尖，是
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说明女性地位
确实提高了，至少能够和男性一起平
等地进入学校和社会，有机会参加各
种各样的竞争，而且在某些领域已经
不止能顶“半边天”了。

有的单位倾向于招男性，多是出
于工作需要。“其实在步入社会之后，
女性要在家庭上倾注更多精力，而真
正对社会贡献更大的，还是男性。”蔡
勤禹说。

观点：危机论VS进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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