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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北京一家宾馆会议室内，“男德班”课堂上，学员们互相拉手，将对方当成家庭成员，

练习对他人的家务劳动表达感谢。在这个环节，学员们学习正确认识家务劳动，以及如何更好地照料

家人。

2 月 24 日，北京一家宾馆会议室内，“男德班”课堂上，汪先生在学员们

分享自己和父亲的故事时流泪。学员们总结了好爸爸、坏爸爸各自的特点，

好爸爸是“温暖、尊重、参与”，坏爸爸则是“缺失、武断、过于严厉、暴力”等。

2 月 24 日，北京一家宾馆会议室内，在交流“大男子气概”带来的伤害

之后，“男德班”学员们与当天刚结识的同学进行“充满感情的对视”。带领

者介绍，这个环节试图让学员撕去性别标签，将彼此还原为“人”，体会“细

腻”“感性”等所谓女性化的性格特征。

2 月 26 日，北京一家宾馆会议室内，“男德班”的“玩具与倾听”板块中，

地上摆着供学员们选择的儿童玩具。在这个板块中，学员通过模拟陪伴孩

子玩耍，学习如何与孩子沟通、倾听孩子诉求。娃娃、飞机、恐龙等不同玩具

所代表的性别刻板印象也被提出讨论。

2 月 25 日，北京一家宾馆会议室内，“男德班”课堂上，24 岁的小曹在扮演助产士的同学和带

领者的安抚和指导下，体验分娩的过程，“生”下了一个孩子，一旁的同学为他剪脐带。

2 月 25 日，北京一家宾馆会议室内，“男德班”课堂上，老严因为腰部不适卸下了“孕肚”，趴在

椅背上休息。他说，从小父母用鞭子管教，让他认为家庭内的暴力是“正常”的。婚后他曾因生活琐

事打骂妻子，妻子两次报警。如今他已逐渐走出了暴力的循环。

3 月 20 日晚，北京市朝阳区一处足球场内，一场青少年足球联赛正在进行，汪先生、汪女士

的小儿子在场下候补，汪先生自己也是足球爱好者，不时和儿子交流场上情况。儿子所在的球队

被命名为“怎么踢都队”，家长们也总是对场上的孩子报以鼓励的掌声，现场听不到责骂。

成为更好的“他”

2 月 25 日，北京一家宾馆会议室内，“男德班”课堂上，00 后学生小郭（左二）和其他学员一起绑上几斤重的水袋，体验孕晚期孕妇的一天。2 月 24 日至 26 日，由性别学者方刚开设的“好伴侣、好父亲：全参与男性成长工作坊”时隔近 8 年再

次开始线下免费授课，主动报名的学员从 2015 年的 2 名增加到了今年的 9 名。

时隔近 8 年，性别学者方刚开设的“好伴侣、

好父亲：全参与男性成长工作坊”再次线下免费授

课。这个旨在“倡导性别平等，反思支配性男性气

质，反对性别暴力，挑战不平等的性别机制，培养

男性做全参与型的伴侣、父亲”的课程，有一个更

引人注目的别名：“男德班”。

这一次，主动报名的学员从 2015 年的 2 名增

加到了 9 名。报名条件要求生理性别男性，已婚、

已育优先。报名者中有曾经的家暴者、无意中将自

己的童年创伤传递给孩子的父亲，也有试图更理

解女友的 00 后男孩，以及被妻子推荐报名的“98
分爸爸”。课程内容包括对重新认识“父亲”角色、

如何远离家庭暴力等主题的探讨，也有体验孕妇

坐卧姿势、学习给孩子讲故事等细节。

“男德班”三个字，直接对应传递封建思想却

一度全国开花的“女德班”，也因此备受争议和误

解。创办者方刚和参与者都曾解释，希望能借争议

扩大性别教育的影响力。两次开班相隔 7 年多，性

别平等的观念早已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也成为谈

论社会事件时无法回避、又屡屡引爆争议的视角。

课程名称是否阻挡了一些男性的加入，它真

能触及那些性别观念亟待改进的人群吗？这些疑

问在“男德班”诞生之初就被反复提及。

29 岁的谢谦是课程的带领者 （接受方刚教
授的培训后，参与课程不同板块指导教学的志愿
者——记者注）之一。从澳大利亚学习心理学归国

后，他曾在小学开设性别平等相关课程，也参与了

大量类似“男德班”的实践。在他的理解中，“男德

班”三个字是一种对抗，也带有一种隐秘的幽默，

只有对性别不平等现状有所了解的人才能识别其

中的讽刺。他也坦诚地说，在现阶段，无论这堂课

叫什么，参与的人都很有限。

2 月 24 日，“男德班”开课，男人们从全国各地

聚集到北京东北二环边一家宾馆的会议室里。第

一堂课上，当提到是否被“不够男人”“像个女孩”

等评价伤害过时，所有男人都举起了手。说话声音

小、不愿走夜路、甚至秀丽的字迹，都可能招致“不

够男人”的评价。而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父亲形象，

在他们的成长中则带来了伤害：“棍棒教育”造成

对家庭暴力的漠视和传承，对家庭劳动和情感交

流的无视导致对妻儿的苛责和冷漠，甚至成为妻

子精神问题的症结⋯⋯几名已为人父的男人，在

谈及童年记忆时，依然难掩失望、愤怒，流下眼泪。

对于为什么要上“男德班”，课程创办者方刚

和带领者们试图让更多男性明白：不平等的性别

结构和支配性男性气质，伤害着女性，也压迫着看

似为“既得利益者”的男性。男性也可以从改变中

受益。

课上有一个环节是让大家充满感情地长时间

对视。男人们从一开始的尴尬、不适，到逐渐从陌

生人眼里读出了善意、关怀和感动。一位学员这才

察觉到，自己似乎从未如此注视过一个人。他说，

回家之后，要好好看看自己的家人。

方刚也分享了自己那些曾被“开除男籍”的时

刻。他被女性亲属抚养长大，年轻时文弱自卑，个

子不高，也因不符合传统男性气质遭到霸凌和歧

视。他在接触到女性主义之后，考入性学家潘绥铭

教授门下学习，逐渐走上了从男性出发参与女性

主义进程的学术道路。2010 年，他创办“白丝带终

止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和志愿者一起用心理

咨询、书籍、教育营等多种方式推广性别多元平等

理念、开展性教育。

2015 年，曾经的家暴施暴者顾伟通过“白丝

带热线”走进第一届“男德班”，最终成为一名反家

暴志愿者，在电视节目里出镜，站到全国观众面前

现身说法。

今年的“男德班”里，再次有人鼓起勇气公开

自己的家暴“前科”。老严曾因生活琐事多次对妻

子施加暴力，妻子两次报警。从小被父母用鞭子管

教，让老严认为家庭内的暴力是“正常”的。后来，妻

子积极寻求心理咨询等帮助，他也接受了反家暴课

程，挽救了婚姻和家庭。在课堂上关于“家庭暴力是

不是个人隐私”的辩论中，他对所有人说，家庭暴力

不是“家丑”，站出来才能真正面对问题。

学做“准爸爸”课程，要求学员们把一个装满

水后几斤重的胶皮袋绑在腰间，从上午 9 点到下

午 4 点，度过孕晚期孕妇的一天。长时间负重的

腰痛、压迫膀胱带来的尿频、甚至无法弯腰系鞋

带⋯⋯有人在一两个小时后就因身体不适卸下了

“孕肚”。

午休时间，汪先生挺着大肚子，与来探望的妻

子和小儿子共进了午餐。汪先生是这堂课上的“优

等生”。他参与育儿、在妻子生育时陪产，高度认可

妻子作为全职妈妈的价值，支持妻子在两娃妈的

身份之外发展兴趣、学习心理学并加入性教育志

愿者的队伍。所以在妻子推荐他报名“男德班”时，

他像很多男性一样疑惑：是我哪里做得还不够好

吗？仅一个上午，汪先生已经能更直观地体会妻子

怀胎十月的艰难，意识到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还

有很多可以做。

第二天的课程，在模拟分娩、卸下“孕肚”中画

上句号。学员们通过想象分娩过程的痛苦，伴随着

周围扮演助产士的同学们“宫口开到八指了”“看

到头了”的呼喊声，摆出双腿张开的体位，努力调

动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场面热烈中带着一丝滑稽。

作为年轻女性，记者不禁疑虑：在这间男性比

例极高、只有 3 名女性带领者的屋子里，女性的真

实体验到底多大程度上被传达和理解了呢？课后

学员们分享的心得给出了一些答案。00 后小郭是

北京大学物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女友的推荐下

来到这里。他把出现在“男德班”的自己称为“社会

的观察者”。女友是方刚的学生，经历了年轻女性

在社会中的种种困境，小郭却难以共情，他也对互

联网上争论激烈的性别议题感到好奇。模拟分娩

时，小郭描述自己作为产妇躺在众目睽睽之下，充

满惊慌失措、失去尊严的无助和羞耻感，此时他理

解了女性在产房内无人陪伴的感受。

结课时，方刚表示，他在这条路上走了几十

年，并不期望 3 天就塑造出一个性别平等的革命

者 或 贯 彻 者 。但 他 相 信 ，这 3 天 可 能 会 打 开 一 扇

窗，“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走出原来的自己，开始

一个更美好的人生。”“男德班”今年还计划在北京

之外的几个城市落地，方刚和带领者们仍在打磨

这套课程，比如去除课堂上无意识间出现的性别

刻板印象话语（如“拜金女”）、谈论女性三围的“擦

边球”笑话等。

汪先生的妻子汪女士曾作为志愿者在面向家

长的类似培训班授课，来参加的家长中，男性不到

十分之一。如今她在打工子弟小学参与教授性教

育课程，课时被安排在午休时间、教工开会的 40
分钟空隙里。在拒绝家暴的课上，看到被家长揍了

要寻求帮助的内容，两名二年级男孩不假思索地

说：“这点小事儿，还要报警。”这条需要男女共同

前行的成长之路，看起来依然道阻且长。

周末，汪先生夫妇一起陪着小儿子来到足球

场，参加一场五人制足球赛。儿子所在的球队队名

“怎么踢都队”被印在每个小朋友的球衣上，分出

胜负和强弱不是主要目的，而是“怎么踢都行”。赛

后小儿子自然地扑进父母怀里撒娇，他们微笑着

倾听。隔壁赛场上，一场女孩队对战男孩队的球赛

正在进行。双方球员在场上的所有表现，都被报以

鼓励的掌声。 （男德班学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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