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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語言的使用反映了使用者的思維，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語言環境中
的性別刻板印象。採用潛在語意分析(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LSA)的技術，從語料庫中抽取出語意概念的相似性，藉以探討台灣
社會的性別刻板印象。刻板印象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性別角色與性別
特質，我們採用中文詞彙為研究材料，包括角色名詞和特質詞彙兩
大類。我們一方面請人類參與者針對角色名詞與性別的符合程度進
行評定，另一方面則利用LSA抽取出目標詞彙與代名詞(她、他)的語
意關聯性指標。
    結果發現，以LSA抽取出來的語意關聯性指標顯現出性別刻板印
象，且其型態與人類參與者的評定結果類似。結果顯示，在人類的
評定作業中，角色和特質詞彙都可以誘發性別刻板印象。然而，在
LSA中發現的結果是，只有角色反映了性別刻板印象，而特徵則否。
不同於現有性別研究多探討個人層次議題，本研究以語料庫為基礎
、採用潛在語意分析的方法，確認了性別刻板印象存在於語言環境
之中。此外，我們發現中文LSA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型態和美與
LSA所發現的型態不盡相同，顯現出語言文化特殊性。本研究的重要
性不僅在性別刻板印象問題上採用新技術（即LSA），而且在台灣社
會文化層面提供了證據。

中文關鍵詞： 性別刻板印象、潛在語意分析、語意相似性、角色名詞、特質詞彙

英 文 摘 要 ： Language reflects human thoughts.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on the gender stereotypes embedded in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at the sociocultural level. We adopt the
technique of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LSA) to examine
gender stereotypes in Taiwan. Prior research focused on
gender role and gender trait regarding gender stereotypes.
We submit masculine, neutral, and feminine role-words and
trait-words to conduct pair-wise semantic similarity
comparisons with either masculine (man, he) or feminine
(woman, she) referents separately. In the first study, we
collected stimuli from literature and asked human
participants to conduct rating tasks. In the second study,
we selected and assigned target words into masculine,
neutral, and feminine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rating
results. Then, we performed a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and
investigated the gender stereotype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gender stereotypes were elicited by roles and traits
in human ratings. However, the results found in LSA that
only roles reflect gender stereotypes while traits do not.
The pattern of gender role stereotypes found in Chinese LSA
is different from that found in American LSA suggesting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urrent study
lays not only adopt the new technique (i.e. LSA) in the
gender stereotype issues but also provides evidence at a
sociocultural level in Taiwan.

英文關鍵詞： gender stereotype,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semantic



similarity, gender role, gender 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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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語言的使用反映了使用者的思維，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語言環境中的性別刻板印象。採

用潛在語意分析(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LSA)的技術，從語料庫中抽取出語意概念的相似性，

藉以探討台灣社會的性別刻板印象。刻板印象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性別角色與性別特質，我們

採用中文詞彙為研究材料，包括角色名詞和特質詞彙兩大類。我們一方面請人類參與者針對

角色名詞與性別的符合程度進行評定，另一方面則利用 LSA 抽取出目標詞彙與代名詞(她、他)

的語意關聯性指標。 

    結果發現，以 LSA 抽取出來的語意關聯性指標顯現出性別刻板印象，且其型態與人類參

與者的評定結果類似。結果顯示，在人類的評定作業中，角色和特質詞彙都可以誘發性別刻

板印象。然而，在 LSA 中發現的結果是，只有角色反映了性別刻板印象，而特徵則否。不同

於現有性別研究多探討個人層次議題，本研究以語料庫為基礎、採用潛在語意分析的方法，

確認了性別刻板印象存在於語言環境之中。此外，我們發現中文 LSA 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

型態和美與 LSA 所發現的型態不盡相同，顯現出語言文化特殊性。本研究的重要性不僅在性

別刻板印象問題上採用新技術（即 LSA），而且在台灣社會文化層面提供了證據。 

 

關鍵詞：性別刻板印象、潛在語意分析、語意相似性、角色名詞、特質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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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reflects human thoughts.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on the gender stereotypes 

embedded in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at the sociocultural level. We adopt the technique of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LSA) to examine gender stereotypes in Taiwan. Prior research focused on gender 

role and gender trait regarding gender stereotypes. We submit masculine, neutral, and feminine 

role-words and trait-words to conduct pair-wise semantic similarity comparisons with either 

masculine (man, he) or feminine (woman, she) referents separately. In the first study, we collected 

stimuli from literature and asked human participants to conduct rating tasks. In the second study, we 

selected and assigned target words into masculine, neutral, and feminine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rating results. Then, we performed a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and investigated the gender 

stereotype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gender stereotypes were elicited by roles and traits in human 

ratings. However, the results found in LSA that only roles reflect gender stereotypes while traits do 

not. The pattern of gender role stereotypes found in Chinese LSA is different from that found in 

American LSA suggesting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urrent study lays not 

only adopt the new technique (i.e. LSA) in the gender stereotype issues but also provides evidence 

at a sociocultural level in Taiwan.  

 

Keywords: gender stereotype,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semantic similarity, gender role, 

gender 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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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聯合國將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列為主要政策之一，要求各國政府在立法、政策

及各項行政時，應該評估對不同性別的意涵與影響。台灣在聯合國所制定的各項評比指標，

例如，性別不平等指數(GII)、性別權力測度(GEM)、性別發展指數(GDI)上都有亮眼成績。台

灣也在 2007 年簽署了聯合國的「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CEDAW)，2011 年制定「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012 年行政院設立「性別平等處」，以實體組織處理性別平等業務，這顯示台灣對性別平權

的重視，且有長足進步(黃曬莉，2012)。 

然而，性別歧視是否已經不存在? 答案是否定的。所謂的性別歧視(sexism) 根據韋氏辭

典的定義，指的是基於性別而有的偏見或歧視，特別是女性所常遭遇到的差別待遇。許多性

別刻板印象根植於社會與文化之中，在日常人際互動或決策時，往往忽略個人的特質或能力，

而採取不平等的對待，形成性別歧視。 

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刻板印象指對特定群體的一種概括性的概念(黃曬莉， 2012)；而偏見(prejudice)是指

關於一個群體的評價性偏差，且性質上是負面的。刻板印象和偏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刻板印象不必然導致偏見（Dovidio, Evans, & Tyler, 1986）。文獻顯示，刻板印象和偏見涉

及不同的認知歷程，刻板印象和語意記憶有關，而偏見則涉及評估過程，分別有不同的

神經處理（Amodio, 2008）。 

「性別刻板印象」是指對於男性與女性，有一組簡化的、概括化的看法。黃曬莉(2012)

指出性別刻板印象會展現在兩個層面上，一個是社會文化層次，另一個是個人的認知與概念

的層次。黃曬莉(2012)認為社會文化與個人認知兩個層面的刻板印象會交互影響、形塑並相

互強化。 

刻板印象的認知機制 

有關「語言溝通如何形塑性別」是性別研究的重要領域。我們使用語言溝通來傳遞想法、

表達情緒感受、共同合作解決問題、或者挑戰競爭…，也在這語言溝通的過程中建構自我、

發展認同、獲取性別角色與行為的知識。學界對於性別與語言、溝通關係之探討，以 Lakoff 

(1973)的研究為開端，隨後在社會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各領域蓬勃發展。

葉德蘭(2012)的文獻回顧強調語言溝通形塑性別的重要性，語言溝通不但映現，同時也不斷

複製、建構社會文化上的性別角色常模。本研究關心「語言溝通形塑性別」的議題，嘗試跳

脫出個人層次的語言溝通探討，轉而採用社會文化層次的語言分析，以巨量的語料庫搭配潛

在語意分析的方法，希望可以提供另一個面向的證據。現今台灣的社會受到多元文化的影響，

包括，中國、日本、西方…，加上閩南、客家、及各原住民族都有獨特的社會文化傳統。其

中隨著經濟發展與大量西方媒體的影響，台灣呈現多元文化、多元語言的社會風貌，社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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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快速且世代間的社會價值不盡相同。探討刻板印象的議題，必須將社會文化與世代間的變

遷納入考量。 

潛在語意分析在性別刻板印象議題的應用 

本研究計畫以性別刻板印象為主題，著眼於語言反映思維，我們從語言與概念的角度切

入，採用潛在語意分析（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LSA）的理論與方法，從語料庫中抽取出

語意概念的相似性，以探討台灣社會的性別刻板印象。 

潛在語意分析是一種理論和方法，利用語料庫的統計與計算，描繪出一個能反映人心理

表徵的語意空間，用來表徵詞彙在語境中的意義（Landauer ＆ Dumais, 1997; Landauer, Foltz, & 

Laham, 1998）。中文潛在語意分析則是由陳明蕾、王學誠、柯華葳 (2009) 所建置，已應用在

各種中文語意分析研究中(例如，Wang, Hsu, Tien, & Pomplun, 2014; Wang, Pomplun, Chen, Ko, 

Rayner, 2010).。有別於學者常以參與者為研究對象，在實驗中透過參與者的行為取樣來推論

個人的語意組織，LSA 藉由語料庫來模擬整個社會的人們在自然情境的語言使用。LSA 在語

意分析上的優點也可以應用在刻板印象的探討上，Lenton 等人(2009)採用潛在語意分析的方法

來探討性別刻板印象是否潛藏在美國英語之中，結果發現社會角色的表徵中包含了性別刻板

印象的訊息。 

 

研究目的 

藉由中文 LSA 的分析與模擬來探討性別刻板印象的議題。本研究並非首創將潛在語意分

析應用在性別刻板印象的研究，但是 Lenton 等人(2009)的研究引起我們對文化特殊性議題的

興趣。基於我們在中文 LSA 的應用經驗(Wang et al., 2014)，我們認為 LSA 在這個議題上的應

用是可行的，我們預期在中文的分析可以看到清楚的性別刻板印象，並與美國的研究做跨文

化比較。我們同時規劃了性別關聯詞彙(包括:角色詞彙和特質詞彙)的評定作業，主要是呼應

(黃曬莉，2012)社會文化層次與個人層次的性別刻板印象交相比較的建議，而這些評定資料

也可以作為 LSA 研究材料的嚴謹控制的用途。 

 

研究一、 角色詞彙的性別關聯性評定 

    本研究的目的是測量台灣人對角色的性別刻板印象，我們將蒐集參與者對角色詞彙的性

別關聯性評定資料。 

參與者： 

    195 名參與者(男 98 女 97)，年齡為 20-28 歲，，皆無腦傷或情感疾患病史。參與者須填

寫基本資料和兩種評定量表：(1)角色詞彙的性別關聯性評定表、(2)性別角色印象調查表 

角色詞彙的性別關聯性評定表： 

    研究材料以 Misersky 等人(2013)研究中所列舉的 342 個職業名稱為主，我們計畫將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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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翻譯為中文，再經由專家檢視後挑選出台灣常用之詞彙，汰除不適合者，編製成評定問

卷。參與者須分別評定目標詞彙適合形容男生、女生的程度。評定方式採用 5 點量尺，數字

代表的意義是：5 非常適合、4 適合、3 中性、2 不適合、1 非常不適合，附件一為問卷的範

例。 

 

研究結果： 

參與者針對各角色名詞與參考性別進行適合度評定，我們依各角色名詞統計出平均適合

度，經排序後挑選出男性詞彙、中性詞彙與女性詞彙各 30 個。 

 

 

結果顯示，人類參與者的評定顯現出清楚的性別刻板印象，當參照性別與角色詞彙類別

一致時，其適合度評定明顯比不一致時高。 

 

研究二、 特質詞彙的性別關聯性評定 

    本研究的目的是測量台灣人對人格特質的性別刻板印象，我們將蒐集參與者對特質詞彙

的性別關聯性評定資料。 

參與者： 

    187 名參與者(男 92 女 95)，年齡為 20-32 歲，，皆無腦傷或情感疾患病史。參與者須填

寫基本資料和兩種評定量表：(1)角色詞彙的性別關聯性評定表、(2)性別角色印象調查表 

 

角色詞彙的性別關聯性評定表： 

    研究材料以 Williams 和 Best (1977)的研究所涵蓋的 300 個形容詞為主，我們計畫將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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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翻譯為中文，再經由專家檢視後挑選出台灣常用之詞彙，汰除不適合者，編製成評定問

卷。參與者須分別評定目標詞彙適合形容男生、女生的程度。評定方式採用 5 點量尺，數字

代表的意義是：5 非常適合、4 適合、3 中性、2 不適合、1 非常不適合，附件二為問卷的範

例。 

 

研究結果： 

參與者針對各特質詞彙與參考性別進行適合度評定，我們依各特質詞彙統計出平均適合

度，經排序後挑選出男性詞彙、中性詞彙與女性詞彙各 30 個。 

 

 

 

結果顯示，人類參與者的評定顯現出清楚的性別刻板印象，當參照性別與特質詞彙類別

一致時，其適合度評定明顯比不一致時高。 

 

研究三 角色詞彙與特質詞彙的性別刻板印象: 潛在語意分析 

    本研究的目的是以潛在語意分析探討漢語或中文是否也顯現出使用者的性別刻板印象。

我們進一步區分兩個部分，分別探討(1)角色詞彙的刻板印象、(2)特質詞彙的刻板印象。 

研究材料： 

分為參考詞彙與目標詞彙兩部分，我們選用代名詞做為參考詞彙，依照性別區分為男性

(他)與女性(她)。目標詞彙選自研究一的角色詞彙與研究二的特質詞彙。我們將根據研究一的

評定結果，從其中挑選出 90 個角色詞彙；根據研究二挑選出 90 個特質詞彙。其中，每個類

別再細分為男性、女性、中性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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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參考詞彙與目標詞彙一一配對，每次均以詞彙配對的方式輸入潛在語意分析系統

中，並輸出一個餘弦值，即以此餘弦值作為性別關聯性語意的指標，進行後續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 

 

 

 

 

 

 

 

 

 

結果顯示，在角色詞彙的 LSA 分析顯現出性別刻板印象，亦即當當參照性別與角色詞彙

類別一致時，其餘弦值明顯比不一致時高。與人類評定結果比較，二者皆顯現性別刻板印象，

但在 LSA 結果中，女性參照情況下的刻板印象比男性參照更為明顯。另一方面，在特質詞彙

的 LSA 分析中，並未顯現出性別刻板印象，此與人類評定顯現性別刻板印象的結果不同。 

社會文化差異比較部分，與 Lenton 等人(2009)的結果比較，二者都顯現性別刻板印象的

效果，表示潛在語意分析的方法具有可行性，適用於台灣與美國兩個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

二者的性別刻板印象都顯現在角色詞彙上，而非特質詞彙，這也具有跨社會文化的一致性。

此外，在角色詞彙上的交互作用型態，中文和美語的結果不盡相同，反映出對男性與女性的

潛在社會規範具有社會文化層次的特殊性。 

 

對學術理論或臨床之貢獻 

1. 學術貢獻上，主要是引進不同的研究取向。先前性別研究探討個人層次的議題，已有

部分證據佐證語言溝通形塑刻板印象，然而，缺乏社會文化層次的研究證據，本研究

的結果，從巨觀角度補足我們的語言環境如何形塑性別刻板印象的證據。我們認為這

是本研究的重要貢獻之一，也期待成果發表時能與相關學者進行交流，推動跨領域的

學術研究合作。 

2. 本研究進行的評定材料也可供後續研究之用。 

3. 性別刻板印象普遍存在各個社會文化中，透過語言與溝通持續影響人們。研究成果有

助於未來政府擬定文化、語言或傳播政策時，將性別平權與性別友善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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