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追求事业与家庭的平衡” 

新闻背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接受的教育越来越多，男女平等的观念也更加深入人

心。当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呼吁经济独立，并勇敢地向传统的家庭角色定位发起

挑战。对于女性来说，她们愿意做“贤妻良母”还是“女强人”呢?且看《2018

女性形象认知与家庭事业观调查》的调查结果。 

 

学习目标 

1．话题相关词汇: 

贤妻良母、女强人、贤淑、话语权、女权主义、同工同酬、职业女性、事业

型的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相夫教子、角色定位、两性平等、男主外 女

主内 

2. 新闻常见结构: 

对此，……分析指出，从……角度看，……。从……角度看，……。 

 

热身 

1. “贤妻良母”和“女强人”分别指的是什么样的女性? 

2. 如果你是女生，你想做“贤妻良母”还是“女强人”? 如果你是男生，你希

望另一半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 

3. 你认为女性最重要的角色是什么? 

 

课文 

“我们追求事业与家庭的平衡” 

近日，“95 后女性不甘做贤妻良母”登上网络热搜榜。由欧莱雅(L'ORÉAL) 
中国和领英(LinkedIn)中国联合发布的《2018 女性形象认知与家庭事业观调查》 

报告显示，近八成 95 后女性不甘于只为“贤妻良母”，而是向往成为“经济独 

立女强人”(58%) 或“特立独行酷女人”(19%) 。 

“贤妻良母”一词，最早要追溯到朱自清的文章《房东太太》:“道地的贤

妻良母，她是;这里可以看见中国那老味儿。”用以称赞女子贤淑。但在当下社

会，对于大部分女性而言，这个过去用以称赞女性的词却染上了贬义的色彩。  



有网友表示，“贤妻良母”是把现代本可赚钱养活自己、过更好生活的女性 

硬生生捆绑到婚姻里，然后无条件伺候丈夫与全家，其实质是保姆;也有网友认 

为，“贤妻良母”这 4 个字，表面上歌颂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伟大价值、光辉

形象，实际上是几乎抹去了女性的社会价值，“贤妻良母”走出家门就是一个无

用的人，除了买菜，不会对社会造成任何影响力。 

然而，95 后女生是如何看待的呢?通过采访了解到，在她们心中，“贤妻良

母”的意义不再那么绝对化，她们更希望找到家庭和事业的平衡点。“如果将

‘贤妻良母’等同于一个好妻子的话，我觉得是能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支持自己的

伴侣，在教育孩子上能够温柔理性，平等尊重吧。”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大四学生

克莱儿说，“感觉传统印象中的贤妻良母应该指的是生活技能极强，在精神层面

讲究牺牲、顺从，我不会甘心做这种层面上的‘贤妻良母’。”  

克莱儿不希望为了家庭牺牲事业。自己接受多年教育，有擅长并喜欢的领域，

有很多朋友，希望今后能有精彩的生活，而不是结婚就守在家里，放弃自己的追

求。“天天围着厨房客厅转很可怕，估计会退步得很快。” 

就读于福州大学的涂芊芊则表示，自己未来会努力去照顾家庭，但绝对不会

放弃事业。“女性在现代社会没有工作，在家基本就没有了话语权，反正我觉得

不管多累，都不能放弃工作，人生不能被他人定位。” 

当然，对“贤妻良母”表示认同的女生也大有人在。在知乎1相关问题的帖子

下，有网友表示，作为 95 后未婚女生，她一直觉着“贤妻良母”是对一名已婚

女性的最高称赞。另一名女生则表示，自己读研之后，心境发生了极大改变: “我

倒是想做个贤妻良母，但是一没对象，二也是力所不逮。那些说不做贤妻良母的

女生，结了婚也的确达不到贤妻良母的标准。” 

对此，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心理学博士李涛分析指出，从

社会学角度看，这跟女权主义密切相关。“如今，女士获得几乎同等的教育和就

业机会，与男性同工同酬，当然向往成为“经济独立女强人’，以此挑战社会刻

板印象。”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主要源自“规范性社会影响”。随着时代的进步，

社会无形中给“职业女性”贴上正性标签，给“贤妻良母”贴上负性标签。“哪

个有追求的女性不选择正性的东西呢?” 

在 95 后女生独立意识大踏步向前时，调查报告显示，超七成的 95 后男性 

延续了前辈对“贤妻良母”的理想角色的认同。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 

麦克斯韦表示，身为 95 后男生，他比较传统，偏好“贤妻良母”型。“我希望 

另一半能有自己的事业，但不希望她进入更高层。如果要养小孩，她太奔放、 太

重事业，我担心小孩子会没人管。我希望另一半是‘良母’。”  

 
1 知乎，zhihu.com, 中国网络问答平台，用户可以通过平台分享知识、经验、见解等。 



与此同时，也有 95 后男生对女生的独立精神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认可。中 

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学生文坛认为，相比起局限在家中的“贤妻良母”，事业

型的女性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新鲜事物，认识到更多的人，而不是局限于一家一

室，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沟通理解，有利于双方共同发展进步。“如果女生将精

力时间更多地贡献给事业，并且这样对于家庭的意义更重要，那么我愿意回归家

庭，为另一半事业的发展提供帮助。” 

也有男生认为，“贤妻良母”这个词的范围很大，只要积极为家庭做出贡献

的，就能称得上“贤妻良母”。它更多的是指一种状态，而不应指具体的事情。

追求事业、能够促使家庭良好运转的，也是贤妻良母。 

更多男生表示，曾经的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顾相夫教子，是忽视人权

的表现，是对妇女的不尊重。而现在的女性有了更多、更好的追求，是社会 进

步的表现。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 95 后女生不甘心于“贤妻良母”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

心理学副教授张登浩表示，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定位是在人类长期的历史发展

中确定下来的，涉及生理遗传、社会文化环境、人格等众多因素。“贤妻良母” 

这一女性性别角色定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95 后女性接受的教育

更多，两性平等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更加追求经济上的独立，并致力于推动实

现两性的平等。 

“‘贤妻良母’或‘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传统性别角色是在历史发展过程

中逐步形成的，并不是不可违背、不可改变的。对于家庭而言，夫妻双方在感情

的基础上结合并养育后代，是很多家庭所承担的重要社会功能，因此只要有利于

家庭这一重要社会功能的实现，男性和女性并不必然要固定地承担某一角色，而

是应该相互协作、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 

实际上，无论 95 后女生是选择做“贤妻良母”还是做“女强人”，社会需 

要关注的并不仅是新时代女性的最终选择，而是女性是否能够获得更多自由选择

的权利，并在选择中获得应有的尊重。 

（2062字，稍有改动)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 3月 23 日第 7版，作者:余冰玥) 

 

 

 

 

 



生词  

1.甘 gān (形) 自愿;愿意。如:~愿、不~失败。 

2.贤妻良母 xiánqī-
liángmǔ 

 既是丈夫的好妻子，又是子女的好母

亲。 

3.特立独行 tèlì-dúxíng  指有见识，有主见，不盲目地跟随别人。 

4.追溯 zhuīsù (动) 比喻寻找事物的由来。如:两国交往的

历史可以~到上个世纪。 

5.贤淑 xiánshū （形） (书面语)指妇女心地善良，通情达理，

对人和蔼。如:~的妻子。 

6.贬义 biǎnyì （名） 字句里含有不赞成的或坏的意思。跟

“褒义”相对。 

7.歌颂 gēsòng （动） 指用言语文字等赞美。如:~母爱。 

8.伴侣  bànlǚ (名) 多指夫妻或夫妻中的一方。 

9.理性 lǐxìng （形） 指属于判断、推理等活动的。跟“感

性”相对。 

10.牺牲 xīshēng （动） 放弃或损害某些利益。如:~休息时间。 

11.擅长 shàncháng （动） 在某方面有特长。如:~书法。 

12.力所不逮  lìsuǒbúdài  能力达不到。 

13.同工同酬 tónggōng-
tóngchóu 

 不分种族、民族、性别、年龄，做同样 

的工作，工作的质量、数量相同的，给

予同样的报酬。 

14.刻板 kèbǎn （形） 比喻没有变化。如:~的认识、~的印象。 

15.无形中 wúxíngzhōng （副） 不知不觉中。 

16.奔放 bēnfàng （形） (思想、感情等)尽情流露，不受拘束。

如: 热情~ 。 

17.局限 júxiàn （动） 限制在某个范围内。 

18.深入人心 shēnrùrénxīn  (思想、理论、学说、主张等)被人们深

深地理解并接受。如:“健康第一”的

观念已经~ 。 

19.违背 wéibèi (动) 违反;不遵守。如:她~了父母的意愿，最

终嫁给了他。 

20.协作 xiézuò (动) 若干人相互配合来完成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