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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自我差异理论、自我实现理论和需要层次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选取4位女研究生为研究对象

进行访谈，基于NVivo12对运用扎根理论获得的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分析。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了解

女性对传统、现代女性形象的定位，以及其自我实现的目标和目标实现过程中面临的具有性别差异的

压力。为促进女性更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注入力量，提供切入点及实施路径。结果显示，当代女研究生

对传统和现代女性自我形象的认识比较全面。虽然在某些方面不自知地被传统观念影响，但在自我实

现的各个维度上均表现出很大的进步性。为进一步促进女性自我实现，今后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工作生

活中，女性应明确自我实现的形象；社会应积极促进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助力女

性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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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elf-difference theory, self-realization theory and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this 
study selected 4 female graduate students as research objects to conduct interviews. Based on 
NVivo12, the interview content obtained by using grounded theory was coded and analyze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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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this paper tries to understand women’s positioning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emale images, as well as their self-actualization goals and the pressure with gender dif-
ferences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goals and to promote th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free de-
velopment of women to inject strength, provide the entry point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The re-
sults show that contemporary female graduate students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emale self-image. Although it is not aware of being influenced by tradi-
tional ideas in some aspects, it shows great progress in all dimensions of self-actualiz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women’s self-actualization, women should define their self-actualization images in 
futur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cial work. Society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female self-consciousness 
awakening; the state should introduce relevant policies to help women equal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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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在物质文明充

分发展的今天，精神文明建设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女性的自我实现话题也随着物质需要的满足被不断

提及。自我，也叫自我意识。希金斯(Higgins)的自我差异理论(Self-discrepancy Theory)认为自我包括理想

自我、应该自我和实际自我。自我实现则是通过调整使实际自我不断靠近应该自我和理想自我[2]。作为

自我实现理论的代表人物，马斯洛(Maslow)在 1944 年首次提出需要层次理论(Hierarchical Theory of 
Needs)。他认为，在生理需要(Physiological Need)等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作为个体最高层次的自

我实现需要(Self-actualization Need)会占据主要地位。但是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复杂，必须具备较好的外

部条件才能得到满足，如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等[3]。“女性主义”因倡导女性平权、关注女

性痛苦和女性社会角色变化，为女性的自我实现提供了很好的外部条件[4]。在女性自我实现的过程中，

明确从哪些方面自我觉知、外界环境如何影响自我实现以及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压力对女性群体极为重

要。女性的自我实现不仅对个人非常重要，而且对他人、社会以及国家都有重大意义[5]。首先，女性个

体可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得到最大程度的潜能开发。其次，自我实现的女性能够为其他女性群体提

供提高自我效能感的成功经验。再次，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和中华传统文化中，能够明确和正视性别

差异，更好地实现性别平等和发挥性别优势。最重要的是，自我实现的个体能够将自身的发展脚步融入

国家发展潮流中，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本研究将从女性的角度出发，了解女性对传统、现代女性形象的定位、自我实现的目标和目标实现

过程中面临的具有性别差异的压力，为促进女性更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注入力量，提供切入点及实施路径

[6]。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案例 

扎根理论研究的第一步是资料收集。本研究选取4位女研究生为研究对象，将其访谈资料转录为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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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后，导入 NVivo12 中作为扎根理论的原始数据，为后续编码分析奠定基础。 

2.2.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最早由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安塞尔姆·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
两位社会学家提出，是一种在经验资料基础上建立理论的较为科学有效的质性研究方法[7]。在研究过程中，

研究者无须事先进行理论假设，只需不断对原始资料进行抽象化、概念化的思考和分析，最终得出反映

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8]。采用质性研究中具有探索性意味的扎根理论更富有行动指导价值，能够在保证

研究结果可靠性的基础上发展出扎根于现实生活情境的理论，从女性自身角度探究女性自我实现的定位

与认识。 

3. 研究过程 

对原始资料进行细致深入的剖析和编码是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基础与核心[9]。扎根理论采用开放性

编码(Open Coding)、主轴性编码(Axial Coding)和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同时进行的方式，不断对原

始资料进行分析、调整和修正[10]。编码结果见表 1。为提高工作效率，本文以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2
为辅助工具，在正式编码开始前先利用软件的词频查询功能对原始资料进行预处理。在剔除无关词汇后，

得到一张高频词云图(见图 1)。 
 

Table 1. Coded result data 
表 1. 编码结果数据 

 核心类别 主轴编码 开放式编码 参考点 

1 传统女性 高要求 稳定工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2  经济 经济不独立、收入是补贴 3 

3  能力无要求 女子无才便是德 1 

4  生育观 为男性生孩子 5 

5  思想固化不开放 保守内敛、很少表达自己 4 

6  形象 家境不好粗鲁、大家闺秀温柔 3 

7  依附地位 
帮助辅助地位、家务活、不可以插话、父母安排、 

婚恋不自由、男权、男主外女主内、三从四德、相夫教子、

干涉子女婚恋、以丈夫为天 
17 

8  自我效能感低 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做事情、自我意识低 4 

9 现代女性 经济 经济独立、晚婚晚育、经济独立再考虑生育 6 

10  事业 实现自己抱负、事业型、有作为 7 

11  挑战 高龄产妇、压力更大 2 

12  形象 
独立、可掌控、温和、想法前卫、有力量、有选择、自我、

有主见、自信、自由、婚恋自由、无条件自由、学历经济是

自由前提、遵守法律 
41 

13  与传统礼教 不被传统束缚、不与传统抗衡、懂得尊重传统 9 

14  与男性 比较强势、不依赖依靠丈夫、不与男性抗衡、有点像男的 8 

15 性别差异压力 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无差异、不关注不比较、女生不适合技术类工作、

职业性别差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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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6  婚恋生育观 

冠姓权、婚恋市场、男性易从情感中脱离、男性传宗接代、

重男轻女、女性能力强不强无所谓嫁得好就行、女性想改变

父辈看法更努力、女性更想要生男孩、孩子影响生活、嫁人

了就不是自家人了、结婚之后一定会生孩子、女性不一定 
喜欢孩子、女性因年龄而结婚、女性因爱情生孩子 

27 

17  家庭 男性照顾女性更多、女性更多照顾家庭、女性更需要家庭 8 

18  提升 
男性帮助女性养育孩子、大男子主义、更尊重女性、 

客观理性评价自己、其他支持、提高主动性、投入更多、 
女性学业事业更努力 

20 

19  生育成本 

男性生育成本更小、几乎无影响、精神压力更小、受产假 
影响更小、不必专门科普、科普方式很多、社会科普更重要、

男性可提供情绪价值、照顾女性日常、男性不理解不体谅、

关注育儿而非孕妇、大多不愿主动学习、认为照顾孩子是 
女性责任、意识比知识更重要、越来越多认识到、个体差异；

女性成本更大、难恢复、精神压力更大、产后抑郁、自我 
贬低、生理压力可接受、身材难恢复、后遗症、疼痛、承担

时间更长、年龄、更影响事业、工资待遇不好、影响社会 
存在感、用人单位损失、没有不公平感、父辈未关注也活得

好好的、关注太多恐生、客观事实都要经历、天性需要、 
痛苦、心理满足、自愈、主动给另一半科普 

118 

20  事业 对男性期待太高、经济压力并没那么大、更难从挫折中恢复、

应该有事业心、女性因产假影响、招聘中影响 
28 

21  事业与家庭的 
权衡 

男性更关注事业而非家庭、男性代理更大经济利益 
女性愿意生育、女性不求事业是生育客观需要、 

女性无法兼顾 
8 

22  学业阶段 文理科差异、没有差异 6 

23 自我实现 家庭 

不做全职太太、体验母亲、幸福、自然温和的关系、 
自我实现前提、爱情、另一半处理好阻碍才愿意付出、 

顺其自然、另一半认同并顺从、不接受另一半工作不稳定、

工作点离家远 

16 

24  价值观 融合社会价值、不保守、开心、稳定休闲生活、有目标、 
有意义生活、自由、自主独立 

18 

25  经济 独立、比较富足 5 

26  父母 帮忙打理生活、提供建议、缓解情绪、提升幸福感、倾诉、

无条件情感支持、喜欢和父母在一起 
10 

27  人际关系 比较好、朋友、顺从、为亲近人做事 8 

28  事业 

不被工资约束、对社会有贡献、改变、更多收入、稳定、 
压力不大、有意义、支撑副业、离家近、与爱情重要性、 
保障基础、挣钱多少无所谓、顺利、提升自己、体制内工作、

被人看得起 

66 

29  学业 更多知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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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igh frequency word cloud map 
图 1. 高频词云图 

3.1.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扎根理论研究中编码的基础阶段，通过对原始资料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将其中可

用于编码的句子或片段进行抽象化和概念化的过程。施特劳斯根据提炼程度不同，将开放性编码分为贴

标签、概念化和范畴化[11]。第一步，将资料中与 4 位女研究生与自我实现、女性形象的相关词句进行标

记，获得自由节点 460 个；第二步，经过反复比较和分析，初步对相同或存在交叉的自由节点进行合并，

剔除与主题明显无关的自由节点，提炼出 29 个初始概念；第三步，进一步对初始概念进行归纳与合并，

最终获得 4 个初始范畴。 

3.2. 主轴性编码 

由于开放性编码都是独立分散的，且概念间的关系并不明确，故主轴性编码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因

果条件、现象、情景、中介条件、互动策略和结果”的编码范式[7]，根据编码间的相互关系和逻辑次序，

分析编码在初始范畴层面的内在联系，然后对其进行重新归类与融合。 

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在更抽象的层次上梳理主轴编码阶段形成的主要范畴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聚拢已有

范畴，挖掘核心范畴，通过对诸多范畴予以系统性联结，最终将其整合为完整的分析图式[12]。在对所有

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进行系统分析、凝练的基础上，经过更深层次的概括、提取、重组与整合，最

终归纳出 4 个核心范畴，即“传统女性”“现代女性”“自我实现”“性别差异压力”。 

4. 研究结果 

4.1. 传统女性 

在当代女研究生的认知中，传统女性的自我主要有以下 6 个特点：经济不独立、外界对其能力无要

求、婚恋生育不自由、思想固化不开放、依附从属地位、自我效能感低[9]。 
因传统习俗和生存环境的影响，传统女性主要在满足缺失性需要(Deficit or Deficiency Need)，即关系

到生存的需要。按照需要层次理论的观点，生理的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都属

于缺失性需要。这类的需要层次较低，力量和潜力强大。如果得不到基本满足，会危及个体生存，高层

次自我实现的需要将不会出现[3]。故而传统女性的自我实现程度较低，大多依附于男权。因主要生活场

所在家庭没有参与社会劳动，故没有经济来源。女性自身及外界对其社会性能力并无要求。大多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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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父母、丈夫的意愿生活，对自身没有明确的规划。她们的劳作是为了补贴家用，生育是为了给男方

家庭传宗接代。并且常伴有重男轻女思想，她们成为人妻、人母后，同样会以相同的社会标准要求或者

干涉自己的子女。总之，访谈对象在自我实现角度均以偏负性的形象描绘传统女性。 

4.2. 现代女性 

访谈对象认为，现代女性的自我应具备以下 6 个特点：经济独立、事业有为、面临挑战更严峻、懂

得但不与传统礼教抗衡、更具“男性”特征、独立自由自主自信。 
新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缺失性需要得到了满足退居次要地位，成长性需要(Growth Need)，即个体不

回避甚至主动追求自我成长的需要占据主要地位[3]。在当代女研究生看来，现代女性生活得洒脱自由，

自我实现的各方面都得到了更全面的发展。按照自我差异理论的观点，女性主义主张的现代女性形象是

“理想自我”；访谈对象对现代女性自我形象的理解是“应该自我”。米德(Mead)的社会互动理论认为，

在有意义的交流中，自我与社会现实会进行整合，形成独特的思想和情感的自我概念[2]。例如，一些访

谈对象认为，更自由全面发展的女性，更具“男性特征”，甚至比男性更强势。在其认知中，事业的成

功等于家庭中的强势；更全面自由的女性形象等于“男性特征”。以上的认知是存在偏差的。首先，在

决策时错用了易得性启发法。卡尼曼(Kahneman)在前景理论中将易得性启发法界定为，倾向于根据事件

或现象在记忆中获得的难易程度来评估其概率现象[3]。访谈对象将更易获得成功的品质归纳为“男性特

质”。其次，女性更全面的发展，是基于传统女性的对比。究其本质，是女性自身的发展与成熟，是女

性在时代洪流中的进步，是女性的自我实现；并非为了接洽“男性”的标准。总之，访谈对象对现代女

性形象的描绘中，表现出来其思想的进步，但也存在一些认识偏差。 

4.3. 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是指个体的各种才能和潜能在适宜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充分发挥，实现个人理想和抱负的过

程，亦指个体身心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境界。这是一种追求个人能力极限的内驱力[13]。现在女研究生自

我实现主要定位在以下 6 个方面：家庭幸福、经济独立、与原生家庭链接、人际关系满意、事业稳定、

生活有意义有价值。 
新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缺失性需要得到了满足退居次要地位，成长性需要(Growth Need)，即个体不

回避甚至主动追求自我成长的需要占据主要地位[3]。当代女研究生对其自我实现的定位维度较全面，即

对“理想自我”的认知较清晰，意味着女性能从更广泛的角度追求人生价值。所有访谈对象都表示自己

是现代女性，但其观念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传统观念。例如，对自身和配偶要求的不对等、对原生家

庭父母“工具性”价值的渴求、对事业成就追求较低等方面。但是自我实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不能

否认当代女研究生追求更高层次自我实现的前进脚步和发展趋势。 

4.4. 性别差异压力 

当代女性面临的具有性别差异的 5 大压力来源主要是：工作能力不被关注、非完全自愿生育、对家

庭依赖度更高、生育成本更大、无法兼顾事业与家庭[14]。 
按照自我差异理论的观点，性别差异压力是女性自我实现过程中的“实际自我”。“实际自我”和

“理想自我”之间存在差距，会促使人们缩小二者的距离，如果没有缩小距离，个体就会产生沮丧的情

绪。“理想自我”指引着个体追求目标，不断缩小差距[2]。在女性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主要面临家庭和

事业的压力。其中，最频繁提到的压力主要是生育成本。当今社会竞争压力很大，女研究生们不得不面

对工作难找、产假影响事业和年龄带来的紧迫感。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个体可能会调整认知顺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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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观念，通过减小感知到的生存压力的方式避免沮丧情绪的产生。例如，对事业无更高要求、因年龄

等客观因素结婚生育、忽视自身生育成本等。即使在明确育儿是男女双方共同责任的前提下，仍然觉得

男性参与育儿是“帮助”女性承担责任。 

5. 结论 

综上所述，当代女研究生对传统和现代女性自我形象的认识比较全面。虽然在某些方面不自知地被

传统观念影响，但在自我实现的各个维度上均表现出很大的进步性。为进一步促进女性自我实现，今后

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工作生活中，女性应明确自我实现的形象；社会应积极促进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国家

应出台相关政策助力女性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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