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妇女解放和女权运动 

 

妇女地位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曾说：“每个了解一点历

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

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妇女的地位及思想观念不断变化，折射出历史

的会的发展，最近在高考试题中频繁体现。  

 

 

 

年份 试卷 考点 

2021 山东高考·10 雅典民主政治 

湖北高考·10 女排精神 

北京高考·11 人文精神的起源  

全国乙卷·30 解放区土地改革  

浙江高考·10 中国近代社会物质生活和习俗的变迁  

浙江高考·18 空想社会主义  

2020 天津高考.2 古代中国的文学成就——北朝民歌《木兰诗》 

北京高考·18 工业革命 



2019 江苏高考·7 中国近代社会物质生活和习俗的变迁 

2018 全国Ⅱ卷高考·31 建国初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曲折 

全国Ⅱ卷高考·47 人物：明朝三娘子 

2017 全国Ⅱ卷高考·31 新中国科学技术、艺术发展的主要成就 

江苏高考·7 中国近代社会物质生活和习俗的变迁 

浙江高考选考·9 中国近代社会物质生活和习俗的变迁 

 

妇女问题不是教材的主要知识，零散于教材各处，但高考可以将其作为材料载体来考查其他主

干知识，建议关注: 

1、妇女问题与社会经济: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与经济地位密切相关，所以以妇女地位的演变为

载体可以反映出社会经济的变革，尤其是工业革命时代妇女地位的变化 ,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2、妇女问题与主流思想:古代中国儒家思想束缚之下的妇女，其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均可以作

为考试的材料来反映当时主流思想的演变，关于妇女的一些认识和观点也可以反映出时代的变

化。建议主要关注唐宋、明清两个时期;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女性参与社会劳动，

必然推动欧美妇女自求解放，在启蒙思想中宣扬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理念为近代妇女解

放提供了思想依据，刺激了女权思想的萌生。 

3、妇女问题与民主推进:中国近代史中妇女问题的高频考点在辛亥革命前后，主要利用妇女地

位、妇女思想的变化为载体，考查民主思想在中国社会人群中的推进状况;中国现代史部分则

主要利用妇女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的改变来考查新中国民主法制进程的推进;世界近现代史中

妇女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是西方民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权运动与西方民主进程相互借

力，共同推进。 

4、妇女问题与史学方法:如果要从这个视角命题，多半会在主观题中出现。可能的方式是利用

妇女问题的相关材料为载体，考查学生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比如“一分材料说一

分话”、“孤证不立”、“双重证据”以及材料与结论的逻辑关系之类的。 

 

1．（2021·湖北高考·10）1981 年，中国女排经过顽强拼搏勇夺第三届世界杯冠军。亿万人民

通过电视机、收音机收看、收听了这一盛况。女排夺冠后，很快收到数万件海内外的贺信、



贺电。全国各地群众纷纷表示，要以女排为榜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由此

可见（  ） 

A．电视机在家庭普及                 B．女排精神激励国人 

C．排球运动推广全国                 D．体育强国梦想实现 

【答案】B 

【解析】据材料“以女排为榜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可知，女排顽强拼搏奋

勇夺冠空前激发了中华儿女的自豪感，极大鼓舞着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振兴中华的信心和

决心，故选 B 项；“普及”说法错误，与“亿万人民通过电视机、收音机收看、收听了这一

盛况”不符，排除 A 项；材料强调女排精神激励国人，而不是排球运动推广全国，排除 C

项；单凭女排一个项目夺冠，不能说体育强国梦想“实现”，排除 D 项。 

【知识拓展】女排精神 

女排精神是中国女子排球队顽强战斗、勇敢拼搏精神的总概括。其具体表现为：扎扎实实，勤

学苦练，无所畏惧，顽强拼搏，同甘共苦，团结战斗，刻苦钻研，勇攀高峰。她们在世界排球

赛中，凭着顽强战斗、勇敢拼搏的精神，五次蝉联世界冠军，为国争光，为人民建功。她们的

这种精神，给予全国人民巨大的鼓舞。国务院以及国家体委、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

联和全国妇联号召全国人民向女排学习。从此，女排精神广为传颂，家喻户晓，各行各业的人

们在女排精神的激励下，为中华民族的腾飞顽强拼搏。 2021 年 9 月，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

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女排精神被纳入  

2．（2021·山东高考·10）约公元前 450 至前 445 年间的一件铭文记载了雅典公民大会选拔女祭

司的情况：【……】阿科斯提案：胜利女神雅典娜的女祭司【……】应从所有雅典妇女中

【任命】，……女祭司的薪资应为（每年）50 德拉克玛以及公共祭祀（牺牲品）的腿和皮。”

多年后，公民大会再次明确规定每年向女祭司支付 50 德拉克玛。由此可见，在雅典城邦

（  ） 

A．公民大会负责处理城邦重要事务     B．祭司是享有特权的公民群体 

C．妇女在特定领域拥有政治权利       D．津贴制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答案】A 

【解析】题干有两个关键信息，分别是“雅典公民大会选拔女祭司的情况”和“多年后，公民

大会再次明确规定每年向女祭司支付 50 德拉克玛”，所以其主旨是说公民大会在处理城邦

重要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故选 A 项；题干强调的是公民大会的职责而不是祭司的地位，而



且题干中没有关于祭司是否享有特权的规定，排除 B 项；雅典城邦规定公民才能享有政治

权利，妇女不属于公民群体，没有政治权利，排除 C 项；题干中没有提及关于津贴制的规

定，且津贴制是伯利克里执政时期的规定，而伯利克里执政开始于公元前 443 年，时间上

不符，排除 D 项。 

3．（2021·北京高考·11）雅典民主改革后，工商业者获得一定权利。一位雅典公民濒临破产，

却不愿让家中女眷制作面包和衣服出售，认为只有蛮族和奴隶才做这种“低贱营生”。苏格

拉底劝导说，为了家庭生计，自由的女人运用技艺从事商品生产是“最高贵”的行为，通过

学习和练习可增进美德。这说明（  ） 

①苏格拉底认为雅典社会道德沦丧  

②古希腊城邦时期开始出现手工工场  

③苏格拉底认为人应当求知并付诸实践  

④雅典民主改革后仍有公民对工商业抱有偏见  

A．①③          B．②④           C．①②          D．③④ 

【答案】D 

【解析】题干述及苏格拉底要求 “自由的女人运用技艺从事商品生产 ”，没有述及社会道德

问题，故①错误；手工工场出现于中世纪晚期，题干内容提及苏格拉底要求自由的女人“从

事商品生产”，这不等于该时期出现了手工工场，故②错误；通过题干内容中“自由的女人

运用技艺从事商品生产是‘最高贵’的行为，通过学习和练习可增进美德”可以得知苏格拉底

主张人应当求知并付诸实践，故③正确；根据题干中“一位雅典公民濒临破产，却不愿让

家中女眷制作面包和衣服出售，认为只有蛮族和奴隶才做这种‘低贱营生’”可知雅典民主改

革后仍有公民对工商业抱有偏见，故④正确；选择 D 项符合题意。 

4．（2021·全国乙卷·30）土改后，太行山区某农民要买一头驴，谈好价钱后，他表示要回家和

妻子商量，理由是“我们村上好多人家都立下了新规矩，男的开支一斗米以上要得到女人

的同意，女人开支二升米以上要得到男人的同意 ”。这件事可以反映出，当时解放区（  ） 

A．男尊女卑观念消亡                 B．家庭成员经济地位发生变化 

C．按劳分配得到实施                 D．传统的社会伦理秩序被颠覆 

【答案】B 

【解析】题干中太行山区的农民所述的“新规矩”体现了在农民家庭中，女性的意见一定程

度上得到了尊重，这是由于女性也在土改中分到了土地，有了与男子地位趋向平等的物质



基础，故选 B 项；由“男的开支一斗米以上要得到女人的同意，女人开支二升米以上要得

到男人的同意”中需要对方同意的米的开支数量看，男性的决定权还是高于女性，所以据

此不能说男尊女卑的观念消亡，排除 A 项；按劳分配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实现的，而题干

中“解放区”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排除 C 项；传统的社会伦理秩序并没有在解放战争时期被

颠覆，而且单纯根据题干材料信息也不能说明传统的社会伦理秩序全被颠覆，排除 D 项。 

5．（2021.1·浙江高考·10）下图为光绪三十四年《日新画报》刊登的画作，画中有“大姑娘拿

着风筝来回奔跑，实在不好看。但分人家有点规矩，绝不能让姑娘在满街上疯跑啊！咳！

此事不但因女学堂不甚发达，而于警务亦有妨害（其害乃电线电灯等类），岂不是无形的

危险吗”等字样。此画反映（  ） 

 

A．近代男子传统服饰的变革         B．女子普遍走出家庭步入社会 

C．西方文明成果已经传入中国       D．新文化运动批判旧礼教和旧道德 

【答案】C 

【解析】据材料“而于警务亦有妨害（其害乃电线电灯等类）”可知，当时西方的电线电灯

已经传入中国，即西方文明成果已经传入中国，故选 C 项；由图示内容可以看出，图中男

子的服饰还是中国传统服饰，排除 A 项；“大姑娘拿着风筝来回奔跑”不等于女子普遍走出

家庭步入社会，排除 B 项；光绪三十四年指 1908 年，此时新文化运动尚未开始，且材料

是封建礼教思想，排除 D 项。 

6．（2020.7·浙江高考·18）面对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暴露的种种弊端，圣西门主张一切人

都要劳动，废除一切特权，实现人的完全平等；傅立叶抨击商业是资本主义罪恶和灾难的

集中表现，主张妇女解放；欧文提出建立公社劳动联合体，消除城乡对立。空想社会主义

者的上述主张旨在（  ） 

A．改造现实，勾画未来理想社会       B．解释世界，科学指导工人运动 

C．完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           D．宣扬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 



【答案】A 

【解析】圣西门反对现实生活中的“特权”现象，希望未来社会人人“完全平等”；傅立叶抨击

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罪恶，主张妇女解放；欧文希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消除现实生

活中的城乡对立，因此他们提出的主张改造现实，勾画未来理想社会，故选 A 项；马克思

主义是工人运动的科学理论指导，排除 B 项；空想社会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同属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排除 C 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是指否定一切外在权威，把反封建

反宗教神学的斗争推进到建立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高度，排除 D 项。 

7.（2020.天津.2）．北朝民歌《木兰诗》在北宋时被收入《乐府诗集》。诗中描写木兰“归来见

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其中“策勋十二转”是唐代对军功的奖赏。

由此能够确定《木兰诗》 

A．记载了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            B．属于宋代文人创作的诗歌 

C．在流传中融入新的历史内容            D．没有研究历史的史料价值 

【考点】古代中国的文学成就——北朝民歌《木兰诗》 

【解析】据材料“是唐代对军功的奖赏”可知，这并非原作中的内容，应是北宋收录时新增

的，说明《木兰诗》在流传中融入新的历史内容，故选 C 项；材料中仅提及北朝民歌《木

兰诗》在北宋被加入了唐代的内容，并未涉及其他朝代，无法体现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

A 项以偏概全，排除 A 项；据材料“北朝民歌”可知，《木兰诗》并不属于宋代文人创作的

诗歌，排除 B 项；《木兰诗》作为北朝民歌，呈现了大量北朝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研究

历史的史料价值，排除 D 项。 

【答案】C 

8．（2019·江苏高考·7）清末《卖宁波脚带》：“宁波小脚啥好看，脚背高起一大段。如何脚带

竟出名，四乡八镇销场远。明诏近来禁缠脚，脚带虽好用勿着。我劝卖脚带人早弃行，免

使女子缠脚遭凌虐。”对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 

A．观念变化已致脚带无人问津         B．诏令颁布引发妇女普遍解放 

C．女子缠足当时仍然普遍存在         D．废止缠足已成当时社会共识 

【答案】C 

【解析】“如何脚带竟出名，四乡八镇销场远”表明女子缠足在当时仍然是普遍现象，故 C

项正确；“如何脚带竟出名，四乡八镇销场远”表明脚带畅销，不是无人问津，故 A 项错误；

《卖宁波脚带》是劝诫歌谣，而不是政府诏令，故 B 项错误；民国之后废止缠足才逐渐成



为社会共识，与题干清末不符，故 D 项错误。 

9.（2018·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31）图 5 为 1956 年的一幅漫画《两把尺》（画中字：“奶奶的尺

——量布做新衣。阿姨的尺——测量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该漫画反映了（  ） 

 

图 5 

A．社会主义建设以工业化为中心       B．女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 

C．人民公社化运动蓬勃开展           D．城乡差别发生根本性改变 

【答案】B 

【解析】1953 年至 1956 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以工业化为中心的任务，

且材料只是提及建设社会主义，无法体现以工业化为中心，故 A 项错误；由材料“1956 年”

可知三大改造完成后，要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由材料“奶奶的尺”、“阿

姨的尺”可知女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故 B 项正确；1958 年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

与材料时间不符，故 C 项错误；从材料漫画中只是提及“奶奶”和“阿姨”的作用，无法体现

城乡差别，故 D 项错误。 

10．（2017·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31）图 5 为 1954 年某画家创作的《婆媳上冬学》，这一作品

（  ） 



 

A．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特点           B．受同期西方流行画派影响 

C．体现了现实主义绘画风格           D．注重表现作者的艺术想象 

【答案】C 

【解析】文人画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于一体，与图 5 明显不符，故 A 项错误；

此时西方流行的画派是现代主义画派，现代主义绘画反传统、反理性，重视自我感受和自

我表现，与图 5 明显不符，故 B 项错误；图 5 真实再现建国后妇女在冬天接受教育时的热

情，属于现实主义绘画，故 C 项正确；图 5 符合新中国成立后 “学校要向广大工农开门，

大力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的办学方针，不是艺术想象，故 D 项错误。 

11．（2017·江苏高考 ·7）《万国公报》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大影响。有学者统计了其中

发表的相关文章，如下表：  

主题时间 1880—1889 1890—1899 年 1900—1907 年 

禁缠足（篇） 3 11 17 

兴女学（篇）  5 6 17 

介绍外国妇女

（篇）  

2 19 22 

合计 10 36 56 

由此推断（  ） 

A．《万国公报》是中国人最早创办的报刊 

B．晚清知识分子通过报刊实现了言论自由 

C．知识界的宣传呼吁迫使清政府革除陋习 

D．随社会发展知识界对妇女问题渐趋重视 

【答案】D 



【解析】中国人最早创办的报刊是《昭文新报》，不是《万国公报》，故 A 项错误；晚清知

识分子通过报刊实现了言论自由与史实不符，因为封建专制的言禁传统扼杀了言论自由，

故 B 项错误；知识界的宣传呼吁没有使得清政府革除陋习，只能说推动了陋习的革除，革

除陋习是在民国成立后，故 C 项错误；禁缠足、兴女学、介绍外国妇女方面的文章逐渐增

多，表明知识界逐渐重视妇女问题，故 D 项正确。 

12．（2017.4·浙江高考选考·9）20 世纪初，《复报》登载了学生编的新歌：“世界新，男女重平

等，文明国，自由结婚乐。我中华，旧俗直堪嗟，抑女权，九州铸铁错。”后《大公报》

《申报》等相继刊载。这一现象反映了（  ） 

A．婚姻自由成为普遍时尚             B．民生主义影响巨大 

C．婚俗中西合壁土洋结合             D．婚嫁旧俗受到冲击 

【答案】D 

【解析】婚姻自由成为普遍时尚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故 A 项错误；民生主义是指人民的生

活水平高的改善，故 B 项错误；婚俗中中西合璧土洋结合材料没有涉及到，故 C 项错误；

“我中华，旧俗直堪嗟，抑女权，九州铸铁错。”表明旧的婚姻习俗受到新思想的冲击，故

D 项正确。 

13．（2020·北京高考·18）（12 分）“近代工厂之父”阿克莱特 

材料一 

英国传统纺织业以毛纺织为主。17 世纪，印度棉织品和印花织物大量流入，引起了毛纺

织业者的不满和骚乱。英国议会在 1700—1721年间颁布多项法令，禁止进口和使用印花棉布。

兰开夏毗邻重要的贸易港口利物浦。当地技术工人在市场需求刺激下，首先仿造印度棉织品。

1735 年，议会颁布法令将棉麻混合织物排除在禁令外。此后，兰开夏棉纺织业迅速发展起来。

19 世纪，兰开夏成为英国棉纺织业中心。 

材料二 

1732 年，阿克莱特出生于兰开夏的贫困家庭。他曾是理发师和假发经销商，后来发明了

水力纺纱机并于 1769 年获得专利。1771 年，他建立了第一个水力纺纱厂，除女工、童工外，

还专门招聘了技术工人。他获得大量投资，陆续兴建十多个纺纱厂，创制了统一的工厂标准化

管理体系。1790 年，他引进了瓦特改良的蒸汽机。许多企业家向他购买生产纺纱机的许可权

或机器，借鉴其成功经验。阿克莱特还曾受封为爵士，当选过德比郡郡长。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概括兰开夏成为英国棉纺织业中心的条件。（4 分） 



 

（2）从“时代与个人”关系的角度，解读阿克莱特的成功之路。（8 分） 

【答案】 

（1）英国传统毛纺织业有着长期的技术积累；殖民扩张提供了原料和市场；印度棉织品的传

入刺激了英国国内市场；法律的调整有利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兰开夏的地理位置有利于

获取原料；这里的技术工人首先仿造印度棉织品，为棉纺织业提供了技术基础。 

（2）（略） 

【解析】 

（1）根据材料一中“英国传统纺织业以毛纺织为主”得出英国传统毛纺织业有着长期的技术积

累；根据所学，英国不断殖民扩张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根据材料一中“印

度棉织品和印花织物大量流入，引起了毛纺织业者的不满和骚乱”得出印度棉织品的传入

刺激了英国国内市场；根据材料一中“1735年，议会颁布法令将棉麻混合织物排除在禁令

外。此后，兰开夏棉纺织业迅速发展起来”得出法律的调整有利于棉纺织业的发展；根据

材料一中“兰开夏毗邻重要的贸易港口利物浦”得出兰开夏的地理位置有利于获取原料；

根据材料一中“当地技术工人在市场需求刺激下，首先仿造印度棉织品”得出这里的技术

工人首先仿造印度棉织品，为棉纺织业提供了技术基础。  

（2）唯物史观认为时代与个人是统一的关系，解读阿克莱特的成功之路，主要是从其所生活

的时代背景和个人两个角度分析其成功的原因，阿克莱特的成功离不开时代的有利条件

也离不开个人的努力。根据材料一中“英国传统纺织业以毛纺织为主”“1735年，议会颁布

法令将棉麻混合织物排除在禁令外 ”，根据材料二中“发明了水力纺纱机并于 1769年获得

专利”“他获得大量投资”“1790年，他引进了瓦特改良的蒸汽机”“阿克莱特还曾受封为爵

士，当选过德比郡郡长”等信息可知阿克莱特的成功和时代有关，阿克莱特生活在工业革

命兴起和发展的时代，具备技术基础、法令支持、资本支持、政府鼓励褒奖等有利的时

代条件。阿克莱特的成功还离不开个人因素，根据材料二中“阿克莱特出生于兰开夏的贫

困家庭”，“后来发明了水力纺纱机并于1769年获得专利”，“他建立了第一个水力纺纱厂”，

“创制了统一的工厂标准化管理体系”，“1790年，他引进了瓦特改良的蒸汽机”等信息可

知，阿克莱特的成功与其不断努力创新的个人因素有关。 

14．（2018·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47）【历史——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15 分） 

材料 



三娘子（1550～1613），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妻，深受俺答汗器重，“事无巨细，

咸听取裁”。三娘子生活的时代，明朝与蒙古部落势力沿长城相持已近 200年。1570年，俺答

汗之孙投附明朝，双方关系顿时紧张。在三娘子的劝说下，俺答汗同意与明朝和谈。明朝送还

俺答汗之孙，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开放十余处市场供蒙汉人民自由贸易。每当开市时，蒙汉

人民“醉饱讴歌，婆娑忘返”。三娘子本人也“勒精骑，拥胡姬，貂帽锦裘，翱翔塞下”。在三娘

子的辅佐下，俺答汗在今呼和浩特地区建城，后明朝赐名为“归化”。1581年，俺答汗去世后，

三娘子辅佐继任的顺义王，继续与明朝通好，明、蒙“四十余年无用兵之患，沿边旷土皆得耕

牧”。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娘子能够推动明、蒙双方取得和平局面的原因。（8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三娘子的历史功绩。（7分） 

【答案】 

（1）原因：多年战争，人民渴望和平；明、蒙之间商业互市的需求；个人能力与威望。 

（2）评价：推动了蒙汉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维护了明、蒙之间的长期和平；促进了草原地

区社会进步。 

【解析】 

（1）由材料“三娘子生活的时代，明朝与蒙古部落势力沿长城相持已近200年”得出多年战争，

人民渴望和平；由材料“开放十余处市场供蒙汉人民自由贸易”、“每当开市时，蒙汉人民

醉饱讴歌，婆娑忘返”得出明、蒙之间商业互市的需求；由材料“深受俺答汗器重，事无

巨细，咸听取裁”、“在三娘子的劝说下，俺答汗同意与明朝和谈”得出个人能力与威望。 

（2）由材料“每当开市时，蒙汉人民醉饱讴歌，婆娑忘返”得出推动了蒙汉人民的经济文化交

流；由材料“在三娘子的劝说下，俺答汗同意与明朝和谈”、“三娘子辅佐继任的顺义王，

继续与明朝通好”、“四十余年无用兵之患”得出维护了明、蒙之间的长期和平；由材料“俺

答汗在今呼和浩特地区建城”、“沿边旷土皆得耕牧”得出促进了草原地区社会进步。 

 

一、 中国古代“男耕女织”中的妇女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中，农业是主体，家庭纺织是副业，所以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妇女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归根结底是由其经济地位决定的。“重男轻女”“男外女内”的中国传统意

识其实就是建立在这种经济形态的基础上的。  

(1) 封建社会前期，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及贞操节烈观念的禁锢下，妇女经济和社会地位极

低。 

①秦汉时代，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贯彻法家思想，讲求国家利益至上，礼法道德传统相对受

到忽视。秦代家庭立法中，妇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拥有平齐地位，反映在妇女再嫁的问题

上，也就非常地宽容。从江陵张家山汉简中有关秦代法律的记载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

取者勿罪”的规定。 

②隋唐时期，隋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北方异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之

前几百年间的交融，北方民族重视妇女地位、婚姻自由结合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 

因此，在隋代和唐朝初年，推行开明、兼容的政策，在较为开放、宽容的社会风气下，女子的

言行和服饰又体现出积极活跃的因素  

③由于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蔑视妇女的权益，甚至提

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理学的影响和长期渗透下，对女子的束缚愈加严重，妇女缠足

的陋习开始传开。 

（2）封建社会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女权意识的觉醒和最初萌芽 

①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后，明清“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十分普遍；对妇女贞节的强调被渲

染到了极致。但不可否认，商品经济发达、文化积淀深厚的江南地区，女子识字者更加普遍。 

②约 16世纪后期，妇女再嫁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社会舆论方面，不仅下层社会对妇女

改嫁持认可态度，士绅之中也有逐步宽容的趋势。一些女子走向社会从师求学，社会舆论推崇

和赞美才子佳人，实际反映了对女性教育的重视和妇女地位的提高  

二、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和女权运动 

1. 鸦片战后，随着对外开放通商，妇女逐渐从事独立经济活动，封建束缚也受到更多关注。 

⑴西方男女平等观念随着西方传教士东来带入了中国。早期洋务派人士和部分买办，最先感受

西方男女平等观念，并提出兴女学、戒缠足的主张。 

⑵1878年英国的里德夫人在上海也成立了“天足会”，逐步将影响扩散到江苏各地，该协会印

制了大量宣传材料并广为散发。 

2.太平天国时期，提出一些反封建、解放妇女的主张和措施。 

洪秀全主张男女平等，开创了解放女性之先河。他在《天朝田亩制度》里规定男女一样可以均



分土地；还主张女子不缠足，曾颁发妇女禁裹足布告；女子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做官。 

3.维新变法期间：产生了近代中国初具理性色彩的男女平等思想。 

维新派倡导“断发易服”“废止缠足”，改革传统的婚姻制度。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请

禁妇女裹足折》并获准施行。  

4.清末新政时期：追求婚姻自由和向往新生活的新女性崭露头角，并且将文化教育与追求自由

平等启蒙思想和保护利权的爱国要求结合起来。 

⑴1901年慈禧太后在新政中下达懿旨，禁止缠足。1898年至 1919年，妇女团体所办的报刊，

全国约有 40种，该时期的女权主义诉求集中表现在要求妇女教育、主张婚姻自由、强调女子

经济独立、提倡妇女参与政治等方面。20世纪之初女子已开始有了上学堂甚至出国留洋的机

会。 

⑵1907年底，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女子纷纷设立“女界保路会”等妇女团体，集议筹

款，签名认股，以挽回路矿权。 

⑶清末民初，近代中国第一部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女界钟》，认为“曾是区区婚姻之自由而不

能夺，而乃对万象以言革命，吾知其必无成 ”。 

5.辛亥革命期间：救亡图存的需要和女性自身的初步觉醒，使得女子将自身的解放与国家民族

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响亮地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的口号。 

⑴1907年，秋瑾创办《中国女报》，曾编一首《勉女权歌》：“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短短的歌词，唱出了广大妇女的心声，激励她们投身于反帝

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 

⑵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了《令内务部通各省权禁裹足文》，政府颁令废止

缠足，禁止买卖妇女，提倡妇女解放。  

⑶1912年 4月，一批知识女性成立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曾留学日本的唐群英被举为会

长。 

6.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女权运动的发展随着民主革命的进程不断发展。 

⑴1924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促使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政纲中明确规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

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从而确立了妇女在社会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

的原则。 

⑵1924年 3月 8日，何香凝等人在广州组织了中国第一次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有近千



人参加集会和游行。 

7.抗战时期，各行各业都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女性，组织领导妇女界抗日救亡运动。 

⑴1931年 10月 1日，上海妇女救济会、妇女共鸣社、中华妇女节制会发起成立了“上海妇女

救国大同盟”、在成立大会上通电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要求全国妇女抵制日货。 

⑵1935年 12月 21日，经过何香凝、史良、沈兹九等妇女界领袖的酝酿筹备，“上海妇女界救

国会”成立。1937年 8月 1日，“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南京成立。后经何香凝提

议，上述两会合并，成为妇女界的统一战线组织。 

⑶1938年 3月 8日，邓颖超、宋庆龄、何香凝、李德全、刘清扬等建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

会”。 

8.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积极支持和领导妇女解放运动 

⑴建立妇女团体和妇女组织，促进妇女解放的实现。建立初期就成立妇女部、妇女运动委员会。

抗战时期成立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动员妇女参加抗日和生产运动，维护妇女切身利益。 

⑵创办女校，培养妇女运动骨干。建党初期，积极鼓励先进知识女性赴法、俄勤工俭学，使她

们回国后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  

⑶创办刊物，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创办女校，培养妇运人才，积极通过创办女性刊物来扩大宣

传，专门探讨妇女解放和妇女问题。  

⑷在统一战线领导下，把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与妇女运动相结合。大革命时期，成

立了妇女解放协会。 

9.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女权理论，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宪法保障，以极大

热情积极参与新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建设。 

⑴1949年 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

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

婚姻自由。” 

⑵1950年 5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施行，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

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

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  

⑶1953年贯彻实行《婚姻法》后，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离婚高潮， 1953年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

高达 117万件。 

⑷1954 年宪法的颁布和人民代表人会制度的建立，为妇女参政提供法律保障。  



⑸一五计划和三大改造时期，妇女以崭新面貌在各方面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知识链接】中国近现代女权运动发展 

1. 中国近现代女权运动发展的原因 

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激发妇女争取民族解放和自身自强自立的朴素意识。 

⑵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政治运动推动。 

⑶西方近代文明传播。 

⑷精英人物、先进知识分子和女界英雄人物示范和推动。 

⑸近代化生产、生活方式逐渐确立。 

⑹在与世界潮流接轨的过程中，女子思想观念和审美观与时俱进。 

2.中国近现代女权运动的特点 

⑴天下兴亡，匹妇有责，具有强烈的爱国救亡色彩。 

⑵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兴起，以西方启蒙思想冲击传统封建教条和纲常。 

⑶官方与民间及国外传教士宣传相结合，男性精英主导与妇女自救相结合。 

⑷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宣传内容通俗易懂，贴近生活。 

⑸变革由服饰礼仪、生活习俗逐渐扩展到文化教育，由经济生活扩展到政治人权。 

⑹地域分布不平衡，大多女权运动集中于上海、北京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经济发达地区。 

3.中国近现代女权运动的意义 

⑴推动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提高了妇女救亡图存的使命感。 

⑵有利于革除封建陋习，倡导男女平等，爱情婚姻自由。 

⑶由经济独立走向政治参政议政，有利于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完善民主与法制建设。 

⑷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有利于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⑸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有利于社会习俗的变革。 

⑹有利于社会稳定，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三、近现代世界妇女解放和女权运动 

1. 世界古代史 

（1）古代希腊的公民概念只指成年男子，其中并不包括妇女; 在雅典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

妇女、外邦人和奴隶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成年男性公民当家作主。 

（2）罗马法维护夫权和父权，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妇女，地位比较低下，比如在财产继承方

面，对妇女继承遗产就做了各种限制，充分体现了罗马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与男子是不平等的。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6612104023

3010124

https://d.book118.com/566121040233010124
https://d.book118.com/56612104023301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