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3 年 月 当 代 青 年 研 究

总 第 期 第 期

透视
“

女生节
”

走俏高校校园的秘密

张彩者

华 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摘 要 三七
“

女生 节 成为 大 学校 因 流行节 日 之
一

，

当前 后 大学生普遍喜欢过女生 节 。 社会

各界尊重女性并 支持女生节 的 发展 ， 学校 关爱女生并措助女 生节 创新校 因文化建设 后 大 学 生为

满足 自 我 的发展需 求 ，
积极参与 女生节 活动 ，

这些 因 素推动 了
“

女生节 走俏 。 然而 ，
对

“

女 生节 走俏

高校 ，我们 也需要理性对待 ，
引 导 后女大学 生健康成长 。

关键词 女生节 ；
关 爱女生 ；

后
；
女 大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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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多年历史的国际妇女节 在大学校 园里
“

爆冷门
”

三七
“

女生节
”

取而代之走俏全国 高校 后

女大学生普遍乐于过女生节 。 女生节起源于 世纪 年代初 ，
发展于 中 国各高校 是一个关爱高校女生 、

展现高校女生风采的节 日
，
通过开展高品位 、高格调 的人文活动 ， 引 导女生关注 自 身思想索质 、道德修养 、文

化内涵 、业务能力 、心理健康 是高校校园趣味文化 的代表之
一

。

一般定在 月 日 这一天 三八妇女节前一

天 。 女生节作为一种流行节 日 迅速风靡大学校园 ，成为校园 文化建设 的一道亮丽风景 。 现在 有越来越多的

高校举办女生节
，
以体现学校尊重女生 、关爱女生 的风尚 ，并促进男 女同学间真挚交流 展现大学生 们的資

春风采 。

“

女生节
”

蕴含着什么样的 文化因素使其走俏全国高校 ？ 本文将透过女生节的流行现状 从社会背

景 、学校氛围 、 后女大学生个人因素三方面分析女生节走红的原因 并为 引导 后女大学生正确对待女

生节等流行节 日 提出建议 。

一

、离校女生节的兴起与流行特征

—般认为女生节作为一种校园文化现象最初起源于广东工业大学 。 作为
一个地处我 国改革开放前沿地

区的男女学生 比例差距明 显的理工科院校
，
该校首先觉察到第二课堂教育方式中性别差异的存在 ，

年

以
“

关爱女生 为宗 旨首开了高校女生节校园文化活动的先河 。 年 月 日
，

“

放下你的矜持 在厲于 自

己 的 日 子里 释放最炫的心灵
”

。 这是来 自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中 的一个场面 节 日期间 海报 、寄言愿望 、讲

座 、 同学们的笑脸 ⋯⋯全都是围绕女生而设的 ，女生的心情可想而知是多么 的美好 幸福之情洋溢于表 ，
久

久不
“

愿
”

散去 。 年 月 日
，
北大和淸华的男生们 在校园 内挂起一条条横幅表达祝福 。和往年一样 这

些条幅友爱又诙谐 。 今年 这些条幅中加人大量热 门影视以及网络流行语言元索 ，深受同学们欢迎 。 如 ：

“

世

收稿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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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看你的车铣刨磨铸锻焊 ，
却没看到你的琴棋书 画歌舞诗 。 机械 女生 我们为你代言 ！

” “

新闻系 的女生

们真真是极好 的 ！ 恭祝各位小主万福金安 ！

”

女生节流行速度快 。 从 世纪 年代初萌芽到今天的迅速流行 ，女生节 已成为被广大高校学生接受

并追捧的校园流行节 日 之
一

。 在这 年时间里 女生节由 一个 自 发兴起 、相对较随意的个体节 日
，成为今天

有组织层次 、相对完善的校 园公开节 日 。 从萌芽到成熟的短周期 ，
足可 以说明女生节 由 最初 的新生亊物 以

“

火箭式
”

的速度流行 并且深入人心 。

女生节流行范围广 。 女生节最初发端于理工科院校 后来逐渐扩展到综合类 、文科类院校和独立学院 ；

由 最初流行于本科生逐渐向研究生群体扩散 并在很多高校形成了从学校到院系再到班级 ，共青团 、学生会

和社团组织共同参与 的多层次 、广覆盖 、影响大的女生节活动系列 。 另外 一些已经走上工作 岗位的 职业女

性 也纷纷追逐女生节 。 女生节逐步 由单
一

院校的兴起走向多院校流行 ， 由本科生流行主体向研究生及职业

人士扩散 ，
参与单位从个人 、班级到共資团组织的多层次联动 印证了女生节流行范围 广的特点 。

女生节流行方式多样 。 女生节的活动形式渐趋多样化 逐步形成
一

定的活动范式和 品牌 并且由最初 的

常规娱乐活动 向注重内涵索质培养转变 。 每年女生节期间 ，淸华 、北大的女生节横幅成为展示 后大学生

创意文化的舞台 ，
其他高校 的关爱女生系列讲座 、男 生帮女生完成一个心愿等各具特色的髙校庆祝活动成

为关注的焦点 。 风格迥异 、创意百 出 的女生节表达形式为女生节的流行提供了多种个性化 、时尚化的方式 。

二
、 女生节走俏大学校因的頒 因探究

女生节走俏大学校 园 ，是社会 、学校和 后大学生共同推动的结果 。 女生节成为社会尊重女性风 尚 的

标志之一
，
同时作为受欢迎 的流行节 日 也成为社会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契机 。 女生节 的流行践行着学校关

爱女大学生的理念 ， 同时为校园 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 力 。 女生节的流行满足了 后大学生留住青春 、展现

自 我 、异性交流 的愿望 。

一

）社会背景 ： 尊食女性的 社会风 尚 和文化创 意产 业发展的 需 求

女性地位提 高 ，社会各界尊重女性成为 风 尚

随着社会的发展 ，
经济水平的提高 ，女性地位得到很大提髙 ，

“

女性无用论
”

逐渐逝去 ，
女性在社会中也可以

独当一面 有了立足之地 。 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 伴随着《北京宣言》 、 《行动纲领》 、 《中国

妇女发展纲要 》和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精神在中 国社会的推广普及 社会性别主流化

不断推进 以社会性别为核心概念的女性主义得以进人主流话语体系 。 不仅在政治层面上女性得到认可和关

注 在教育层面女性也得到很大发展空间 。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深入改革和蓬勃发展 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

提高 女大学生数量占在校生数量比例逐年提髙 。 关爱女性的良好社会风尚使得女性更加注重 自 我的发展和提

高 。 三八妇女节象征对成年女性的尊重 而髙校校园里那些年逾 岁 的 后女大学生不愿意被
“

妇女
”

和
“

三

八
”

冠名 又不愿意放弃特有旳女性节 日 ， 于是选择妇女节的前 日 作为
“

女生节
”

用
“

女生 形容 自 己 以表达对青

春和独立的向 往。不仅校园里重视女生节 社会各界也积极关注女生节 。

一些省市出现了多家高校联合开展打造

女生节精品活动的情况 如北京高校曾连续 年联合举办首都大学生女生节活动 湖北团省委和湖北电台妇女

儿童频道也曾合作发起了湖北省高校女生节活动 。
不断进步的社会孕育了女生节的产生并促进其发展 。

女生 节节 日 营销推动文化创意 产业 的发展
“

节 日营销
”

是非常时期 的营销活动 ，在某个节 日期 间针对节 日 主题进行销售 。 流行文化在近现代社会商

业活动 中的重要地位 主要表现为它在商业消费过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 流行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消费文化 。 正

如法 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所说 ， 流行 ， 作为政治经济学 的当代表演 ， 如 同市场一样 ， 是一种普遑的 形式

。 女生节作为一种流行文化 它的兴起及流行激发了人们的营销意识 大学生们庆

祝女生节也不仅仅局限于举办主题活动 送女生节 日 礼物也成为一种时 尚 。 因此 女生节的流行带来了新的

商业契机 。 女生节作为
一个蕴含特殊文化涵义的 时尚节 日

，
商家推出与众不同 的节 日 产品 并且这些节 曰 产

品更新较快
，
形式多样 年年不同 ，推动 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 女生节节 日 营销也激发 了大学生的创业意

识 大学生在女生节期间推出 自 我设计的纪念品进行销售 尝试创业实践 。 教育部 门逐渐重视大学生 的创业

教育和创业实践 社会各界希望女生节等新亊物 的流行能进一步带动大学生 的创业实践训练 ， 推动我 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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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创 意产业的长远发展 。

二
） 学校氛围 ：

关爱女 大 学 生 的理念和创 新校 园 文化建设的 需求

学校更加重视女大学 生群体的 发展 ，
树立关 爱女 大学生 的理念

女大学生逐步成为大学校园 中不可缺少的群体 在
一

些文科院校 女大学生更是成为主力军 。 当前
，在高校

中基本不存在性别歧视的问题 女生可 以选择和 男生一样的专业 拥有同 等的选择权利 这体现了高校对女大

学生的尊重 。 随着女大学生队伍 的壮大 女大学生的发展引起高校管理者格外重视。 高校注重女大学生外围环

境的塑造和发展 如一些倾向于女生的社团组织 关爱女生成长的心灵驿站系列活动等 这些都体现 了学校 日

益重视女大学生 ，关爱女大学生的理念 ，
这对女生节的兴起和流行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

学校学生工作者借助女

生节期间举办系列关爱女生的活动 表明女生节逐步得到学校的关注和认可 为女生节的发展提供导向支持 。

女生 节 为 创 新校 因文化建设注入新 的 活力

女生节期间 ，精彩纷呈 、新颖独特的活 动成为风靡校 园的精品 活动 ，
充实 了 校园文化建设的 素材 ，创新

了校园文化建设的方式 。 女生节的流行激发 了大学生的创新意识 提高了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 大学生充分发

挥 主观能动性 许多原创作品 因为女生节的存在而诞生 ，大学生们的创新能力 因为女生节的流行而提高 。 当

前高校校园里多是 后大学生 他们有着独特的个性和远大的追求 他们反对墨守成规 追求时 尚
，
给高校

校 园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诉求和挑战 。 后大学生群体需要符合时代特征 的校园 文化 追求与 自 我成长相

契合 的校园 环境 ， 并主 动参与构建校园文化 ；
追捧女生节也成为 后大学生创新校园文化建设的诉求之

一

。 女生节的流行为校园文化建设增添新的活 力 ，女生节成为创新校园文化建设的 载体之一 。

三
）

后 大学 生
：
永葆青春时尚 的 寄托 、展现 自 我的 愿景 、 渴望异性交流 的 心理

女生节 的流行除了受到社会背景 、学校氛围这些客观力量的推动外 ，
更多 的是大学生的 主观意愿 ， 大学

生 自 发创立女生节并积极 响应女生节的流行 这表明女生节与大学生的生活有很大关联
，
女生节的流行有

益于大学生的发展 。

女大 学 生永葆青春 ， 追求 时 尚 的理想 信念

我国 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正处在
“

寻求 自 我与社会的统
一

”

、

“
一元主导

、
多元冲突的 多元价值观并存

”

的

阶段 。 在这个 自 我认同走 向完善的重要飞跃时期 ，
自 觉践行新时代的新女性价值观 而否定污名 化的

“ ”

妇

女节 创造
“ ”

女生节则恰当地体现 了 当代女大学生的 自 身价值的提升感和认同感 也是突破
“

妇女
”

传统标

签束缚的重要标志 。

“

女生
”

这个名词 ，
代表年轻 、时 尚 、活力 较之于

“

妇女
”

更能符合女大学生的心情 ，
所以

女大学生易于接受
“

女生节
”

而拒绝
“

妇女节
”

。 女大学生期望通过女生节的流行来延长 自 己 的青春年华 用女

生来形容 自 己是一种对于青春和独立的 向往 。 女大学生表示过
“

女生节
”

不是在抵抗长大 而是欣赏成熟的同

时想保留女生的天真和活力 ，
这表明 了女大学生渴求青春永驻的愿望 。 当今女大学生乐 于追求时 尚 ，

不愿意

被飞速发展的社会所淘汰 不断更新 自 我的外在装备和内在状态 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
走在时尚 的前沿。 女

生节是女大学生追求流行和时 尚 的表现 是展现 自我青春活力的物象
，
是渴求青春独立的寄托 。

女生 节 作 为 彰显 自 我 才 华的 舞 台
，

大学 生渴 求提升 自 我认 同 感

后 大学生是多才多艺的一代 ，他们勇于展现 自 己 ，喜欢被别人关注 ，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 ， 期望通过

参加学校 的各种活动彰显 自 己 的个人才华 。 他们普遍清醒地认识到大学 只是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希望在大

学里多参加
一些校 内活动和社会实践 ，

以积累更多经验 、锻炼 自 己 的能力 。 这就需要高校根据他们的特点 ，

依据他们的需要组织开展各种各样的校内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 女生节 ，给予 了大学生展示才能的机

会 一些大学生因 为女生节的舞台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
得到大家的认可 ， 自 我认同感得以提升 。

女 生 节 为异性 交流提供平 台

正值 岁左右的花样男女
，
生理的发展和心理 的变化都促使其对异性产生好奇

，
渴望 了解异性

，
揭开

彼此心中那层神秘的面纱 。 由于在校学生的 角色限制 ，大学生的异性交往显得拘束 有些大学生渴望与异性

交往但又不敢 女生节的流行为 后男女青年提供交流的平台 ，使敏感的异性交往变得轻松 自 如 。 在女生

节期间 ，女生享受公主般的待遇 班级或系 里的男 生主动 为女生庆贺节 日
，
帮 助女生完成心愿或为女生做有

意义的 事情 。 借助这个平台 ， 男女青年增加 了彼此间的交流 ，满足 了大学生渴望了解异性的心理需求 。 因此 ，

后大学生从 自 我需求的层面 出发 ，
积极响应女生节号召 ，并成为推动女生节走俏高校校园的 中坚力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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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性对待女生节

，

引 导 后女大学生健摩成长

事物都是双面性的
，

对待某
一

流行事物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 。 女生节的流行归 因于其具有很多积极

效应 ， 同 时女生节的 流行也显露了一些消极效应 ： 如捧红流行节 日 ， 忽视传统节 日
；
女生之间易产生 攀比行

为 加大费用支 出 ，
增加经济负 担等 。 流行的非理性性质表明 流行的游戏性和 自 由本质 现代消 费社会追求

游牧
、
游戏和 自 然的生活方式的风气 ，把现代人带人失去理性 的漩涡之中 。 女生节作为一种流行文化 ，也存

在 自 身的非理性性质 ，
因此我们需要理性对待 女生节 ，发挥其积极效应而又不盲从 ， 引导 后女大学生健

康成长 ，使女生节真正促进和谐校园的构建 成为服务社会 、促进社会发展的先进文化 。

从社会背景看 尊重女性的风尚应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 在理论上 ，
要从法律规定上保障女大学生 的健康

成长 为女大学生的 发展提供条件 借助女生节从社会地位上重视女大学生群体 。 在实践中 ，
要消除性别歧

视 保降女性应有 的社会地位。 在社会大环境下 ， 由关注女生节到重视女大学生成长 。

从学校方面看 学校应该重视女生节这一校园节 日 ， 借助女生节的积极效应创新校园文化建设 关爱女

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
重视女大学生的心理发展 ，

为 后女大学生 的健康成长提供适宜的环境 。 但女生节作

为青少年流行 文化的形式之
一

，
具有流行文 化的共性特点 ，

即时 尚 、幼稚 、怀 旧
，
不可盲 目 推崇 。

“

幼稚
”

是当

前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中的一种看似反常的心理特征 支持这些流行品市场的是青年人中
一种

“

不愿长大
”

的社会的心态 ，
他们刻意地回避矛盾 希望回到从前安宁的状态中 ，其背后则表达了部分青年对这个急速变

化的世界的迷惘 、
无奈和 不知所措 。 教育工作者应引 导女大学生正视成长 顺应 自 然规律 塑造健全 的心

理 达到生理和心理的共同成长 强化 自 身 适应社会的发展 。

从女大学生 自 身看
，
女生节是短暂的 不可过度沉迷其中 ，

女生节期 间 女生会得到公主般的待遇 可这只是

一个节 日
，
不会天天如此 。 女生要想实现心中美好的梦想

，
不能寄托于女生节 ，

而是需要努力奋斗
，
不断提髙 自

我 。 庆祝女生节 要针对 自 身实际 ，
量力 而行 ，

切不可盲 目攀比跟风 。 女大学生可以借助女生节来纪念青春的美

好 但不能抱有让青春永驻的幻想 重要的是 经历大学的洗礼 ，使 自我顺利实现从女大学生到职业女性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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