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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

培养性别平等及男性参与意识

7年来性别平等实践情况有所改善
为何重启？

志愿者田斌认为，这种变
化还是建立在个体男性的自觉
之上，但她感觉“7年下来，这
个进步并不是很大。”

2015年，首届“男德班”开
办的时候，由于学员要求必须
是男性，她只能以志愿者身份
参与其中，在田斌眼里，那次项
目的“失败”在意料之中，“向社
会推行这个项目本身就是在做
一个尝试，没有对它有很高的
预期。”

那次活动引发了社会的热
烈讨论，更进一步印证了她的
判断。根据澎湃新闻2015年
报道，在首届“男德班”落幕后，
网上对于这个活动的评价呈现
出明显的两极化趋势，部分男
性网友在讨论中或调侃“这还
用学？男子有财全交妻就OK
了”，或者抨击“男性不是为取
悦女性而活的！”

这种割裂背后，是平等的
性别观念和传统性别分工之间

的冲突。田斌指出，在一些家
庭中，男女之间的性别地位和
关系，实际上仰仗于男性的性
别平等意识，“如果这个男人有
比较好的性别平等意识，他能
够善待自己的妻子，没有的话，
妻子的情感生活会变得比较
苦。”

在她看来，“男德班”所需
要提倡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
家庭内部对家务、下一代养育
问题以及生活规划，夫妻双方
的平等共同参与和分享，打破
传统家庭中男性的“副手”“第
二位”的身份角色。

田斌的志愿者生涯中，见
过不少类似的家庭情况：“男人
通常下班以后回到家很累了，
他就不去做家务活，或者是不
去搭理妻子，也不去照顾孩子，
就是天然的以工作很忙为由，
拒绝和家庭亲近。”但实际上很
多妻子同样也在上班，却无法
逃避家庭的责任。（成都商报）

9月15日，长期从事性与性别相关研究的男性参与专家方刚发布了一

篇推送，内容是招募“男德班”带领者。

实际上，方刚的“男德班”开始于2015年，彼时社会上一批脱胎自“女

诫”“女训”的“女德班”盛行，方刚和团队在这股风潮下推出了国内首个“男

德班”。但反响并不尽如人意——除了在网上褒贬两极，报名情况也十分冷

清，通过社会途径报名的学员仅有两人，原本计划6天的课程安排也不得不

缩短至3天。

为什么在时隔7年后又一次重启这个项目？方刚称，主要是社会环境

的变化，“今年准备得充分了”。对于这次活动的前景，他预测会两极分化，

“不懂的、讽刺嘲笑的仍然会有，但是积极参与的也会增加。”

方刚称，“男德”一词是团队运用的运营策略。

参加过7年前那次活动的志愿者田斌，则解释得更直接一些，“其实是

有一些为了打广告而考虑的，如果实打实叫做‘好伴侣好父亲男性成长小

组’，你看到这个名称会来报名吗？”

在招募带领者的文章
中，方刚将“男德班”的培
训目标定义为：倡导性别
平等，反思支配性男性气
质，反对性别暴力，挑战不
平等的性别机制，培养男
性做全参与型的伴侣、父
亲。

按照他的解释，这个
项目的核心是培养学员的
性别平等、男性参与意识，

以及男性参与的理念和方
法。所谓男性参与，按照
联合国给出的定义，意指
男性参与到传统上由女性
从事的家庭和社会工作
中，参与到反对性别暴力、
促进性别平等的工作中。

落到实操层面，反对
性别暴力，进行对性别暴
力双方的辅导，以及通过
学习小组的形式进行技能

提升都是必要的内容，但
培训的重点还是落在如何
成为“好伴侣、好父亲”上。

方刚坦言，用参与家
庭事务和子女教育的“父
亲”角色来进行课程规划，
是为了减少活动推广的阻
力，“将来做广告的时候，
招学员的时候，可能会从
父亲这个角度多说几句，
这样可能报名的会更多。”

“男德班”重启？
其实是“好伴侣好父亲男性成长小组”

在方刚规划的“男德
班”课程中，除了号召男性
参与进家庭生活中，还有
一点被反复提及——“反
思支配性男性气质”，这与
传统的男性气质并不相
符。

方刚课程中涉及“男
性气质”的探讨，在他看
来，用一种规训去覆盖另
一种规训并不可取，他更
在意的是和学员们讨论传

统男性气质可能造成的负
面影响。方刚指出，这种
支配性男性气质似乎让男
性在性别关系中占据“主
动”，但也可能同时剥夺了
男性的人生幸福。

举例而言，鼓励所谓
的“严父”可能影响亲子
之间的相处，而片面强调
成功、强大，则不断要求
男性追求金钱和社会地
位，对暴力的推崇则会破

坏婚姻关系——“每一个
所谓的正向的利益背后，
也一定有一个男人的创
伤。”

基于这个逻辑，他在
“男德班”相关课程中，将
兼容性的性别气质作为主
要的内核之一，“就是兼容
并蓄，兼具所有美好的品
格，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
自己的性别实践和性别操
演。”

在此次招募的文章发
布后，慕名而来参加报名
的，几乎都是早已经投身
进性别平等事务中的相关
人群。方刚称，文章发布
的3天后，他直接收到了十
几个人的报名和咨询，这
十几个人都是反家暴公益
项目白丝带的志愿者。截
至文章发布8天后的9月
23日，报名人数有15人，
其中男女比例几乎各半，
方刚称，目前报名的人数
可以组成5个小组，他们还
将进一步筛选，最后留下3
个小组。

按照他的规划，9月份

的这一次招募活动，主要
是接收各地的“带领者”
们，由方刚直接进行相关
培训，结合修改过的活动
手册，让这些带领者们具
备后续独立开展相关培训
的能力，至于面向社会公
众的课程，则将由这些带
领者们完成，“我自己也培
训不过来，而且我们希望
理念能够在各地开花。”

相比起 7 年前，方刚
认为这一次的准备更加
充分，除了筹措来项目经
费支持活动以外，他还对
课程有了更长线的规划，
计划通过前后持续两个

月以上，每周进行至少一
次培训活动的方式，形成
一个有参与性的工作坊
模式。

按照他的规划，在未
来培训课程和相关活动都
是以免费参与的形式开
展，成本则通过相关项目
经费承担，但对于这个模
式是否走得通，方刚自己
并不确定，“为什么到现在
想起来做这个事？也是因
为我们现在找到了经费和
一些资助，如果收费做，我
有点担心做不起来，坦白
说，至少现在我们还不太
敢尝试。”

作为全国妇联权益部、联
合国人口基金等多个国内外组
织长期合作的男性参与专家，
方刚对于国内的男性参与情况
有着较为长期的观察，7年前
那次不算成功的“男德班”之
后，他长期推进着“好爸爸培训
班”“好爸爸工作坊”等公益项
目，也觉察到了国内男性参与
情况正在发生的某种变化。

他透露，2022年上半年的
“好爸爸工作坊”，参与的300多
名学员里，有近100人是男性，

“三分之一是男性，很不错了。”
另外，方刚正在进行的另一个反
家暴项目中，男性的比例也占
到了约十分之一，相较过去的
类似项目有了明显提高。

直觉上，方刚觉得7年来
性别平等的实践情况有所改
善，媒体对于夫职、父职的讨论
和思考也越发常见，包括网络
上一些年轻的“家庭主夫”，主
动通过直播、短视频分享自己
的居家生活。

从统计数据来看，这种变
化的真实情况并不乐观——根
据2021年《第四期中国妇女社
会地位调查》数据，0-17岁孩
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
和接送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家
庭，分别占到76.1%、67.5%和
63.6%；女性照料家庭成员和
做饭、清洁、日常采购等家务劳
动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
的2倍。

课程之一

“反思支配性男性气质”

最新情况

已有15人报名 男女几乎各半

首届“男德班”培训活动现场。

打破传统家庭男性“第二位”角色
重启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