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有大梦筑胸襟，巾帼何须让须眉。”每
个人都不应被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我。
感受自我，便于向内找寻坚韧力量；独立开阔，
可拓开未来无限可能；战胜自我，方能写就不
一样的“她力量”。

用终身学习去定位自己

“尽量在自我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能力范
畴之内，把能做到的努力做到最好。”王晞老师
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推动国家地方职业教育事业高质量发
展道路上，王晞老师始终秉持初心，步履坚定。
作为我校职业技术师范学院院长和教育部全
国重点建设职业院校师资培养培训基地负责
人，她扎根职业教育领域，带领学院团队强化
职教师范学科建设，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和国际交流。

2018 年，王晞老师主持了中国－东盟职业
教育与教师发展学术论坛开幕式，积极推动与
东盟地区职业院校专家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
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倡议做出广西职业教育
的贡献。2021 年，她主持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
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和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
学创新团队建设项目，探索“文旅 + 电商”跨学
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点招收“一带

一路”国家留学生。2022 年，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获教育部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
培训基地。王晞老师教学成绩斐然，在职业师
范教学领域发挥着独属于她的力量。

谈及专业发展与职业生涯规划问题，王晞
老师说：“职业生涯规划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可
能在当下年龄阶段一次性选择好，‘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只是一个大概的框架，没有人能跨
越式发展，女大学生也一样，人生的问题、职业
的规划都是要用终身去解答的命题。”这个过
程需要我们不断反思和自我成长，最终与自己
达成和解，结果的实现或有不一，但朝着自己
内心的憧憬努力前行的过程本身就是美好的。

“凡事认真、努力，在当下可选择范围内力求做
到最好，就是对未来职业发展最好的奠基”。

“女性应更独立，更开阔”

当今社会环境下女性发展机会是在不断
增多的。无论男性、女性都应该作为独立的个
体去展现自我力量，有意识去磨合、消弭一些
职场性别意识。王晞老师认为，我们不应过分
强调“他”或“她”，无论男女，每个人都会在人
生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或不如意的事情。当
更多女孩在这时候能以一种更独立的姿态去
坦然直面各种困难，就是“她”发展自己力量的

时刻。
“开阔”，亦是王晞老师多次提及的词。通

常女性更细腻、更敏感一些，她认为，“开阔”，
是对自身局限的接纳，是面对困境时的乐观勇
气，是面对失败时的平和心境。“开阔”也是女
性对自身优势的挖掘，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对女大学生而言，在择业和就业时遇到的
困难或瓶颈可能会更多一些，除去社会因素，
这更需要我们不断学习、不断校正自己，更开
阔，更理性，在未能充分认识自己、认识社会之
前，是难以充分认识到自身职业的可能性的，
这就需要她们更多地去打开自我，去增长阅
历，以更独立的姿态去展现自我。

无论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女性都应该是
不断成长着的。“她们”不一定要达到某种高
度，但一定要更独立，要有所成长。“更独立，更
开阔”，遵从内心去寻找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去把自己根性中的天赋充分释放出来，才能更
好为社会进步、美好生活奉献和发展自己的力
量。

战胜自己就是一种“她力量”

“我认为‘她力量’更大程度上是解放自我
或是突破自我的局限性，不断让自己主动成
长、接受挑战、面对困难。”“战胜自己”，这是王

晞老师对于“她力量”的最终理解。
此前王晞老师受邀在我校雁山图书馆报

告厅作题为“女性形象与礼仪素质”的专题讲
座。在讲座的过程中，王晞老师发现女大学生
们在互动环节不够积极，不敢或者不善于表达
自己，提出问题。王晞老师鼓励大家，“错了也
没关系，只要站起来，就是对自我的一种突破，
就是了不起的”。在她看来，“战胜自我”的重点
不在“成功”，而在“成长”。“成长”是一小步一
小步的自我突破，而“成功”便是源于跬步千里
的积累。

“你们应该更多地打开自己，去经历、去突
破、去成长”，这是王晞老师对于女大学生们的
建议，也是她对更好发挥“她力量”的理解。

“她力量”是独立、是开阔、是奋斗，更是战
胜自我。而走在职教师范教育路上的她充满热
情，站在讲台上的她优雅从容，恰是她自身对
于“她力量”最好的诠释。她鼓励更多女生在不
断成长中战胜自己、突破自己，从勇敢站起来
开始，不断寻找到自己的热爱，发挥出自己的
潜能。我们不必过分强调“她力量”，当“她们”
不断战胜自己的时候就是“她力量”在不断展
现、释放……

王晞 ：战胜自己就是一种“她力量”

本报记者 姚萍 聂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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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枬 ：不设限、不放弃，做自尊自信的美丽女性

本报记者 唐晶晶 钟苏杭 周心珂

“我会选择用‘美好’来表达对中国女性力
量的肯定。”谈及对女性力量的感受，王枬老师
坚定地回答。

她解释，“美”源自古代社会“羊大为美”的
传说，与丰富、丰盈、丰足有关，意味着美的女
性内心应该丰富，这就需要通过读书来充实、
提升自己，让灵魂有更高的追求。

而“好”由“女”和“子”构成，意味着好的社
会一定是男女平等的社会，这便显示出女性是
整个社会构成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王枬老师的
事业正是与“美好”女性紧密相连。

认识“我”，也认识“她”

早在 2008 年，王枬老师就牵头组织了“女
大学生素养”系列讲座。她回忆道：“当年新生
报到时候，我们发现新生中女性的占比达到了
67%，女性专属课程的开设需求紧迫。而我校作
为未来教师的摇篮，未来女教师对自我人生的
认识、对生命意义的定位，以及其生命观、性别
观都影响着她们毕业从教后对人才的培养。因
而，师范院校尤其需要强化性别平等意识教
育，鼓励大学生挑战性别刻板印象，尝试发展
的更多可能，从而真正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
成长，为国家和民族的美好未来奠基。”

于是，王枬老师邀请了我校十二位关注女
性问题的“双高”（女博士女教授）女学者共同
商讨，针对女大学生的身心特征、性别角色、法
律意识，以及人文素养、科学素养、美学素养的
培养等方面开设了系列讲座。

讲座推出后，影响力扩大至广西多个高
校，并被《光明日报》等多个媒体报道，而后入
选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近年来，由该讲座衍

生的线上线下混合式“女大学生素养”课程已
成为广西的一流课程。

王枬老师介绍了历史中“她力量”的出现
与发展：“民国初年，刘半农创造了中文的

‘她’，《教我如何能不想她》风靡一时；2000 年
1 月份，美国方言学会将‘she’评选为 20 世纪
最重要的字。这意味着‘她’被看见了。社会进
入了‘她时代’，也表明当今女性更加主动自觉
地走出传统的私人或家庭领域，以主体身份成
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在各个领域彰显出
不可低估的‘她力量’。”

同为女性，王枬老师强调，女性在社会中
不仅扮演着母亲的角色，还有作为社会建设者
的角色。她说，女性一方面要争取男女平等，另
一方面又要意识到自我的独特性，思考“我之
存在”，挖掘“我之优势”，培养“我之能力”，追
求“我之梦想”。

教育，一场女性之间的接力

“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受教育程度有关，”在
今年 3 月 6 日的“女性礼赞”经典名篇师生共
读活动中，王枬老师分享了高等教育以及知识
对于女性成长的重要性，“在本体价值层面，教
育是促使女生‘成人’的教育，这是女性追求幸
福人生的迫切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帮助女生
认识自我、世界、社会，女生便有更强的能力发
展自我，服务社会。高等教育应能唤醒女性的
主体意识，如此才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
社会中的定位。”

王枬老师谈到，2019 年教育部官网上统计
了我国研究生平均录取比率，女性首次超过男
生，达到 50.9%，这个不可小视的数字，证明了

女性在求学方面的潜力与能力。王枬老师说：
“对女生来说，当下就是人生发展中特别好的
时期。”

关注教师特别是女教师的成长，也是王枬
老师一直以来从事的工作。她的博士论文便是

《美丽教师———教师职业美的研究》。王枬老师
说：“在日渐开放与多元的社会中，选择怎样生
活、遵循什么原则对于新时代的女教师而言，
是一个选择题而不是规定题。女性性别意识的
复苏带来更多的自我肯定和自信，也会在传统
与现代观念的激烈冲突中造成心理上的紧张
与焦虑。这是现在大部分女性、女教师所面临
的困境。如何处理新旧思想、家庭与职业的关
系，如何在困境中寻找新的突破，这也是新时
代女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王枬老师关注着乡村女教师、特
岗女教师的生活境遇及发展。在《直面新时代：
唤醒乡村教师的公共使命》中，王枬老师写道：
除了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专业使命，乡村教
师还承担着移风易俗和文化建设的公共使命。
当下，乡村女教师已成为乡村教育的主体力
量。只有解决了她们“安身立命”之所需，才会
有她们“安心从教”之所为；只有物质支持与精
神支持都得到保障，教师才会有良好的职业状
态，才能收获生活幸福感，进而不断成长进步。

王枬老师说：“民间有说法，教育好一个女
人能影响三代人。而在我看来，教育好一个女
老师，将影响我们民族的未来。”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女性有无限可能

“女性始终要有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追求，”

王枬老师强调，做更好的自己，就意味着坚持
学习，一旦安于现状，人生就会陷入停滞甚至
倒退，“只有女性不断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才有
一直进步的动力。”

全国妇联一直倡导，要培养女性四自精
神，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受传统文化的
长期影响，一些女性有自我窄化和矮化的意
识，将自己的人生局限在家庭里。这对女性树
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是一种阻碍。
因此，王枬老师说：“首先，女性要消除妄自菲
薄、自我窄化和矮化的心理，要认识到自身无
限发展的可能性，不断激发自身潜能。”

王枬老师还用最近屡次斩获国际影后的
杨紫琼举例，“杨紫琼之所以能成功，首先是不
自我限制，其次是永不放弃。如果自我放弃，那
就没办法自信，更没办法自立。”

今年 3 月 9 日，王枬老师在我校音乐学院
的“木兰学堂”开设了题为《女性特征与女性成
长》的讲座，从女性的性别角色、女性的心理特
征及女性的自信自立等三大方面出发，讲述了
女性的魅力与特点。在阐述女性的自信自立
时，王枬老师鼓励女大学生多阅读多学习，希
望大家成为善良、丰富、高贵的女性，并逐一解
答了在场学生关心的问题，收获热烈掌声。

“‘那双推动摇篮的手也将震撼世界。’这
句话充分地体现了女性的美好，”王枬老师寄
语正在积蓄内心力量，寻求成长的女性，“要培
养自己的情态之美，要拥有自己的事业和专
长，要不断学习不断突破，做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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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晶瑾 ：坚韧、自信、坚持的女性科研之路

本报记者 张丽娜 周夏欣 梁煜琳

“坚韧、自信、坚持”是赵晶瑾老师形容女
性力量的代表词。

谈及女性在科研中的优势时，赵晶瑾老师
说，女性坚韧温和的性格是我们在科研工作中
的潜在优势。更加温和的性格能让女性在研究
中遇到问题时，不会过于急躁，更好地带领团
队、学生。而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和科研者，她引
领着后辈在科研的道路上追逐星光；作为女
性，她以昂扬的姿态自信前行。

女性科研道路，坚定不移

谈到科研，赵晶瑾老师感慨：“真的很不容
易！”作为女性，想要在科研道路上有所作为，
既要有能力更要有毅力。科研的路上布满荆
棘，无数的失败才能换来一次成功，当她面对
科研失败时，她沉下心去反思原因，“多去想，
去思考怎么解决你遇到的这个困难。”当学生
做实验遇到难题时，她静下心去思考问题出在
哪里，甚至思考到凌晨，只为尽快帮助学生解
决问题。这是赵晶瑾老师在无数个失眠的深夜
思考的真实写照。

赵晶瑾老师告诉自己，要坚持把课题做下
去，而不是在无休止地抱怨和责怪自我中消磨
时间。作为环境化学的方面的老师，她既要坚
持关注国家的环境状态，不断地去了解现代最

新的研究成果和最高的研究水平，更要关注桂
林的生态发展，以及关乎生态环境的相关政
策。只有这样，才能把最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也是才能拓展自己的知识，让自己在科研的道
路上走得更远。

不仅仅是科研之路，在人生的道路上，赵
晶瑾老师也一直在坚持着不断地锻炼自己，打
磨自己。她告诉自己，“每个成功的人背后肯定
都有失败的经历。虽有挫折，但不要放弃，要坚
持下去”。

发自内心相信自己，玉汝于成

“女性要发自内心地去相信自己，相信自
己能够做到、做好，尽管过程艰难，但不要放
弃，坚持下去一定就会有收获。”这是赵晶瑾老
师在自身工作中的感受，“无论是从事科研工
作还是其他工作，女性都要保持自信。”勇敢自
信，淡定从容，是赵晶瑾老师在从事科研工作
上的态度，她说，有了自信，才能勇于解决遇到
的重重难题。

既要平衡好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又要兼顾
到家庭、学生等事物，这对女性并非易事。而在
自身能力水平达到要求之后，赵晶瑾老师仍要
坚持做到每天学习，关注最新的研究现状，不
断地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断

提升自己的科研水平，提升自己的知识，再教
育学生，她说，这是她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的
责任，更是作为一名大学教授的责任。

而在科研道路上，赵晶瑾老师也并非一帆
风顺。赵晶瑾老师在进行 2020 年度广西科学
技术奖自然科学奖的答辩时，并未成功通过，
但她从未放弃，而是坚持创新，坚持自己的科
研成果，利用一年的时间进行整改，在 2021 年
又进行了第二次申报。终于，努力得到了回报，
在 2021 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二轮答辩时，面对台下将近四十名的专家评
委，赵晶瑾老师秉着“我的科研成果是很棒的，
我就是能够做得很好的”的信念，以自信从容
的精神面貌，在众多答辩中脱颖而出，通过了
自然科学奖的二轮答辩。

坚持自己的热爱，行稳致远

“女性要去相信自己，我们是有能力做到
的。”对于想要走上科研道路的女性，赵晶瑾老
师建议道。

多年科研生涯让赵晶瑾老师深刻认识到
科研工作的高标准、高要求的重要性。科研需
要工作者不断关注、学习新的知识，需要其投
入大量且长久的精力。作为女性，她更加能够
理解女性社会身份使得女性在职场不得不付

出更多努力的情况，她也希望女性在职场被包
容。身为教师，赵晶瑾老师看到学生中女性比
例逐渐上升；身为科研者，赵晶瑾老师听到身
边从事科研的女性声音更大、更多；身为政协
委员，赵晶瑾老师也能感受到国家、社会对于
女性科研工作者的重视，“两会中委员会提议
说要增加支持女性科研工作者在整个社会推
进包括科研方面的一个发展，未来也有可能会
设立专门的针对女性的科研项目”。

“一个研究员如果想做好自己的工作，是
离不开合作的，单打独斗一定是困难的。”坚韧
在科研工作中具体体现为长久的坚持和永远
的自信。而在科研道路上赵晶瑾老师获得成就
的秘诀之一，就是坚持自己的热爱。在自己所
选择的环境化学领域面对科研难题时，她并没
有放弃，而是积极与同方向的丈夫进行科研工
作交流，仿佛她的生活都充满了科研的气味。
正像她说的，“要有足够的兴趣，才能走得下
去，走得长远”。

“我相信自己的科研成果”，正是这自信从
容的姿态和对科研的坚持与热爱，使得她在科
研道路上行稳致远，在教学道路上能够身有长
流水、给学生一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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