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在答复函中对于“女
性化”的说法引发了网友们对

“什么是阳刚之气”的热烈讨论，
该热搜话题阅读次数达3.4亿，
网友们各执一词，议论纷纷。网
友们的意见主要分为三大类：一
类赞同和支持教育部的做法，一
类质疑“阳刚之气”“女性化”的
说法，另一类则讨论起两性气质
和性别刻板印象，认为多元化社
会应该具有包容性，尊重差异。

其中质疑“阳刚之气”定义
狭隘的网友认为“负责、勇敢、善
良、温柔，所有好的品质都可以
是所谓的阳刚之气，不是只有肌
肉发达才可以”。“不是威猛高大
的健硕身材才是‘阳刚之气’。”
还有网友认为“内心的阳刚胜过
外表的刚猛”“不论男女都要培
养责任感有担当，外表是否阳刚
或柔美并不重要”。

质疑“女性化”一词用法是否
妥当的网友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女性化到底是贬义词还是褒义
词？”同时，也有网友评论道：“浩
然正气不分男女！‘女性’缘何成
了贬义形容词？”“缺的不是男人
味儿，也不是女人味儿，而是人味
儿。”点赞高达17.2万的一个评
论说道：“哪有什么男性化女性
化，放下性别刻板印象，正视每一
个善良正直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还有网友认为男性就一定
要有这种“阳刚之气”的看法是
一种社会加诸在男性身上的性
别刻板印象，譬如认为男孩子要
坚强勇敢不能“掉眼泪”，男孩子
不该化妆玩洋娃娃的看法，都源
于性别刻板印象。“是对男性的
一种剥削”，“性别刻板会限制个
人全面发展。”还有网友表示“除
却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外，任何事

物都不应该被禁锢”。
央视也回应了网友对“阳刚

之气”的讨论，认为“男性在风
度、气概、体魄等方面表现出刚
强之气，是一种美，但阳刚之气
并不等于简单的‘行为男性
化’。教育不只是培养‘男人’

‘女人’，更应注重培养人的担当
和责任感。文明其精神，野蛮其
体魄，让身体和心智一并健康成
长，才是最该被关注的。”

记者看到，“央视评阳刚之
气不只是男性化”这一热搜的阅
读量达7.1亿，该热搜话题下还
有一段TED演讲视频很火，主角
是名为Justin Baldoni的演员，
他在演讲时建议，“与其教会男
孩子怎么利用自己的拳脚，不如
重新定义力量、勇敢和坚强这些
美好品质，教会他们怎么用心，
怎么做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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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男性青少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年女性化的提案””引热议引热议

““阳刚之气阳刚之气””到底该如何理解到底该如何理解？？
近日，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教育部官网于

1月28日发布了《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4404号（教育类410号）
提案答复的函》，表示要加大提升体育教师素质能力的力度，适度改进体育教学方式方
法，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的培养。这条回复瞬间上了热搜，央视开通的一个话题
引发了数亿网友参加讨论。对于“阳刚之气”涵义的解读，网友们争论不休。那么，专
家学者们是怎么看的呢？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实习生 刘秦春

丁利民：我认为“阳刚之气”
的重点要落在一个人的精神内核
上。一个人只要精神内核是坚定
地、有担当的，只要他能够为国
家、为社会、为自己承担责任，勇
敢、独立，哪怕他某些行为模式是
阴柔的，这个人也是“阳刚”的。

陆晓文：我们不应该纠结于
一个完美的理论概念之争，我们
应该回归社会现实和现实生活，

一切东西都要落到实处。“阳刚”
应该同时指“阳刚”的内在和“阳
刚”的体魄。

熊老师：在小学教学阶段，
我们不会过于强调男孩子应该
要怎样，女孩子应该要怎样。但
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对孩子
们胆量、担当和责任意识的培
养，我想，这就是所谓的“阳刚之
气”吧。

那么，在公众心目中究竟什
么才是“阳刚之气”呢？记者就
这一问题采访了两位00后，三
位90后，他们各抒己见。

00后荣同学是一名大二在
读生，身为男生的他认为有担
当、有责任心、有热血、开朗、大
方、自信等一系列个人魅力和优
秀品质，都是“阳刚之气”，是一
个人的魅力所在。“阳刚”没有性
别之分，女性也可以很
阳刚。“只不过我们 00
后现在形容阳刚的小
姐姐叫做‘飒’”。

同为 00 后的李同
学指出：“我眼中的‘阳
刚之气’是一种坚毅的
品质，例如用来形容兵
哥哥，但‘阳刚’并不是
说一定要有肌肉，而是

有自己的判断力、处事果断、性
格坚强。女性也是可以阳刚的，
可以用‘英姿飒爽’来形容女性
的‘阳刚’。”

那么 90 后眼中的“阳刚之
气”是什么呢？傅同学是上海大
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的一名研究
生，他认为“阳刚之气”既指精神
层面坚定的意志、阳光的心态，
同时也指健康的体魄。

同为在读研究
生的黄同学说：“我
认为阳刚之气指一
种坚强刚毅的品性

和遇到困难不服输的精神，当然
还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我并不
认为阳刚之气是男性所独有的
品性，新时代女性在社会中的努
力奋斗所呈现出的刚强品质也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刚毕业不久的小许则指出，
千万不能简单地凭借声音和外
形去判断一个人是否阳刚，给他
人贴上标签，这会对男性造成不
小的伤害，他自己就曾被他人称
作“娘娘腔”，久久不能释怀，产
生自我怀疑，自我认知被动摇，
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

Z世代各抒己见
“阳刚之气”没有性别之分

网友热议“阳刚之气”
男性就不能掉眼泪玩洋娃娃？ “阳刚之气”重在精神内核

[专家解读]

丁利民：首先，大环境要进行
正确的引导。树立有担当有责任
感有优秀“阳刚”内核的榜样，例
如钟南山、郎平等，利用榜样的力
量引导青少年成长。其次，家庭
教育很重要。再者是校园性别教
育要妥当，不应当是去性别化地

或者单纯强调性别刻板印象，应
该是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探索的一
个过程，无论形成什么样的自我
性别认同，最重要的是孩子获得
了成长。

陆晓文：青少年教育非常重
要，重文化轻体育的教育是行不
通的，体育本身也是有美感的，体
育运动可以说也是一种艺术。我
们要对青少年进行精神和体魄上
的双重教育，简单来讲就是文明
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当然，这里
的“野蛮”并不是说一定要有肌
肉，而是指要有健康的体魄。

丁利民：我认为孩子在小学
阶段，尚未形成正确的性别认
知，所以不存在性别错乱、“男孩
不男”的情况。但是随着年龄增
长，整个文化背景对男性的自我
认同是会产生影响的，因此要从
文化、艺术、体育等多个方面对
青少年进行正确的引导。电视
荧屏上的男明星多数都是以阴
柔的形象出现，这就会影响青少
年的性别认知。

陆晓文：在网络发达的时

代，荧屏上充斥着涂着口红抹着
胭脂的“小鲜肉”男明星。我并
非批判“小鲜肉”，而是担忧这是
否会让青少年忘记男性的多元
化形象，是否在青少年的心中，

“小鲜肉”就是所有男性形象的
典型代表。

熊老师：现在网络如此发
达，而抖音快手等社交软件并未
对青少年做出正确引导，让这群
本就不能够接触到完整认知生
态的孩子们陷入焦虑。

关于“阳刚之气”的解读，记者专访了几位教育工作
者，他们分别是推出申城首个“男孩女孩”性别课程的上海
理工大学附属小学校长丁利民、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
晓文和小学教师熊老师。

如何定义“阳刚之气”？

教育部答复函背后的深意是什么？

怎样才能培养青少年的“阳刚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