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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中的性别视角!

论大众媒介对女科学家形象的建构
!

蔡雨坤

"重庆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重庆 %"""K%$

摘D要!大众媒介对女科学家的报道将女科学家描述为科学家中的-女人.和女人中的

-科学家.两种实际主体相同但侧重点不同的细分群体% 从态度看$大众媒体对女科学家的描

写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隐性或显性歧视$尽管这种歧视在逐渐向性
!

平等和认同的文化道路推

进$但仍然受到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巨大影响% 大众媒体对女科学家的报道于公众特别是少

女建构女科学家的形象起着重要作用$这一象征模型引导孩子们对该群体的印象生成及存储$

影响着少女和年轻女性的职业选择和人生规划% 因此女科学家的科学生涯和贡献必须更多地

纳入科学报道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媒体建构的女科学家形象应该有利于引导公众特别是少女

对女科学家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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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大众媒体往往从工作和生活等多角度描述女

科学家#这一多重角度为女科学家设定了多重的

社会主体角色#并在建构女科学家形象的过程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大众媒体的报道中#女科学

家被重点描述为$女人%和$科学家%这两种从性

别和职业两个不同角度而定义的社会角色#这两

种角色在大众媒体对女科学家的新闻报道中既交

互又竞争" 根据性别文化逻辑和社会学习理论#

大众媒体的报道传达并加强了社会对女科学家在

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个性的文化假设#当媒体从

不同的角度来报道具有典型意义的女科学家个案

时#逐渐加深了关于女性的传统社会印象#并影响

着女科学家的性别刻板印象的形成#那么大众媒

体对于女科学家的态度是怎样的5 一旦媒体将科

学描述为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事业和男性主宰的

社会领域/#0

#这些印象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女

性在科学领域的专业追求"

鉴于此#本文希望通过对具体案例进行归纳

和探讨#分析大众媒体中女科学家的形象的呈现

特征!媒体的态度以及这些媒介形象对公众特别

是女性青少年对女科学家认知建构产生的影响"

一%身份!女人还是科学家-

女科学家作为一个亚群体#其上一层级的群

体可以被描述为以性别来区分的女人或者以职业

角色来区别的科学家两种情况" 基于这种区别#

大众媒体对女科学家的报道也存在侧重点的不

同" 一方面#女科学家从事着科学家的共同行为#

这就决定了女科学家具有作为科学家所具有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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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特征#比如$追求科学真理的决心% $科研不分

男女#朝 K 晚 G 工作%的辛勤态度等等" 但当大众

媒体将报道的重心放在$女人%这一核心问题之

上#科学家身份只是女性本质的从属角色" 中国

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和儒家思想主导的社会

意识形态使女性被看作特殊的社会符号#社会期

待女性成为贤惠的妻子!尽职的母亲和孝顺的女

儿#而这些无不在大众媒体构建的女科学家身上

得到不自觉的体现"

"一$科学家中的(女人)

当大众媒体重点放在 $女人%上时#大众媒体

往往关心女科学家关于家庭责任与工作分配的问

题并将女科学家描述为$性对象%...作为男性

欲望对象的$她者%"

大众媒体关心女科学家的女性特质#总是在

力图表现女科学家工作分配与事业成就之间的关

系" 从职业身份看#女科学家最重要和最基本的

身份是科学家#然而大众媒体在报道她们的事业

成就时#有意无意之中的会把镜头聚焦于她们的

家庭角色和私人角色#在呈现她们的科学家身份

时常常加入!凸显女科学家妻子!母亲!女儿的角

色#一方面是婚姻!亲子!情感题材的报道往往更

能够吸引注意#另一方面也缘于一种观念#认为这

样的描写将女科学家的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

在相当多的报道的事件中都有对女科学家$家庭

生活%的报道#例如1女科学家王红艳的 E个侧

面2讲述了王红艳女士做科研严谨!做母亲周到

两方面的内容#特别指出她作为女性所呈现的靓

丽的妆容!光鲜靓丽的外表以及$作为母亲再忙

也要陪孩子%的家庭责任感/!0

(而1女科学家的核

物理人生...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杰

速写2

/$0

!1女科学家告诫女大学生+干不好很难

嫁得好2

/%0等文章中也纷纷出现女科学家们对儿

女!家庭生活的认识" 可见#大众媒体更愿意用描

述女科学家是否结婚以此来反映女科学家作为妻

子的角色形象#描述女科学家是否生育子女以此

来反映女科学家作为母亲的角色形象" 在大众媒

体的描述中#女科学家要成功#比男性科学家更为

艰难#因为她们很难在事业与工作之间达到平衡"

除去个人的学术能力和对科学的追求不谈#他人

因素&家庭!团体的支持#特别是丈夫的支持'似

乎成为了女科学家成功的必需条件" 比如在1成

功的女科学家+她们是如何成功的52

/M0这一报道

中#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遗传学研究人员 6.U77-

_+2<5- 认为她的成功要归功于她的丈夫一直支

持她的职业并帮助她平衡她的研究!教学和家庭

责任" 她指出+ $来自丈夫的支持是非常重要

的...这就像你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获得

了来自我的丈夫的巨大的帮助" 但是不是每个人

都有这种运气"%此外#大众媒体关心女科学家的

外貌#评判女科学家的穿着!发型和妆容" 通常大

众媒体中的女科学家形象是极具吸引力的#即使

她们长相平常#但她们也一定拥有健康而充满魅

力的身体和无穷的精力#即使她们穿着朴素不善

于修饰#但她们都穿着合适的职业装束" 1谁是

世上最美女科学家5 海蒂3拉玛当之无愧2

/H0这

一报道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海蒂3拉玛发

明扩频通讯技术&d&E和手机移动通信技术的基

础'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关注#而她全裸出镜1神魂

颠倒2等作为性感艳星的一面引起大众媒体的大

量报道5 在1$潜伏%在好莱坞的女科学家2

/K0一

文中#另一位好莱坞女星娜塔莉3波特曼凭借在

1黑天鹅2中出色的表演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奖这一娱乐新闻被广泛报道#但其进入英特尔科

学天才奖半决赛!研究将废热转变成可用能量形

式的方法等关系科学的生活状态却根本缺乏媒体

呈现" 某种意义上#大众媒体也不能免俗#女科学

家与男科学家的区别首先来源于生物学意义上

$性别%&@7V'的区别" 大众媒体将女科学家描述

为$性对象%$性感的女科学家%#将其构建成具有

科学家身份的作为欲望对象的媒体形象" 比如就

俄罗斯女科学家裸体与白鲸冰海中共游这一事

件#媒体使用$脱去全部衣服% $赤身裸体%等语

词#其意图更可能是吸引读者的眼球#而女科学家

的身份退之成为了一种身份衬托以显示事件奇特

而已" 其他一些报道#如1英国女科学家做妓女

经历2

/N0更是将女科学家与性的关系展现得赤

裸裸"

当媒体更看重女科学家的$女人%特质时#女

科学家的形象往往是科学家!妻子!母亲!女儿!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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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以及这些社会角色的单独或多重复杂的组合#

女科学家想要成功#一定要能够获得家庭的支持#

要能合理分配工作与家庭的责任#而外貌!性身份

也成为大众媒体报道的噱头"

"二$女人中的(科学家)

当大众媒体将重点置于 $科学家%角色时#大

众媒体从社会性别&T7-:7('

/G0的角度将女科学

家描述为具有男性特征或者中性化的女科学家"

从历史角度来看#女性由解放初期推崇的

$与男人一个样%逐步向发挥女性自身特征优势

转变#在一些被认为男性主宰的社会领域#比如领

导者!军人!科学家等领域#许多人都较欣赏既有

女性特点#又吸收男性优点的女性形象#具有男性

特征或者中性化的特征会帮助女性获得更多的机

会" 于是#大众媒体构建的女科学家往往会带上

点男性的阳刚之气#她们吃苦耐劳#可以$五加

二#白加黑%的工作#她们坚强刚毅#不服输不泄

气" 换言之#大众媒体在积极报道女科学家的职

业成就的时候#更愿意把女科学家描述为$女中

豪杰% 的形象" 比如 1女科学家的核物理人

生2

/#"0一文中#中国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材料辐照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刘杰表

示+$女生在物理学界要是不投入更多的精力#没

办法做出好成绩" 总是把自己当女生看#那也做

不出好成绩"%因此#她指出 $不把自己当女生

看...这就是我的秘诀"%文中描述了这位女科

学家给女儿取名叫做徐晨的理由是+$女孩不能

太女孩气#多少要有点男孩的气质...做事干脆!

性格勇敢"%而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荣誉

的香港大学教授任咏华则表示+$我从小就不喜

欢玩洋娃娃#我的个性更像男孩子"%这些报道都

是典型$女中豪杰%的例子" 当媒体把科学赋予

男性阳刚#这些女性则成为男性职业中的苦行僧#

能承受科研工作的艰苦#不畏惧女性从事科学职

业时的更困难(她们是男性职业中的另类 $她

者%#拥有一种类似于身份困惑的问题#却并不害

怕这一问题#而不断从事着一种女性处于越界状

态的工作" 此外#大众媒体报道将女科学家描述

为乐于处于夹缝!倾向服务的从属科学人" 她们

只能去寻找一些医学!生物医学等新兴!交叉的领

域#因为在比如物理!数学等传统领域找不到她们

的突破口#也没有竞争力的#比如中国著名女电镜

专家李方华院士曾说#$我所从事的电镜工作就

是为其他学科服务的小科学%"

因此#女人中的$科学家%与$科学家%中的女

人这两种不同侧重的描述#是大众媒体保有平和

或者斗争态度时的不同产出" 当大众媒体强调女

科学家的女人身份时#媒体的描述往往更符合社

会对女性的传统要求(反之#而呈现一种破茧而出

的突破力道#这使得女科学家的家庭身份和社会

身份在不断的交互与竞争#从这一点可以反映出

大众媒体对女科学家态度的流向是从歧视逐渐走

向平等"

二%态度!从歧视走向平等和认同

!" 世纪初#女性刚踏入科学领域时#大众媒

体中鲜有女科学家的身影" 当玛丽3居里获得诺

贝尔奖之后#大众媒体中才逐渐出现了对女科学

家的报道#但媒体一开始只是把报道的重点放在

她的丈夫皮埃尔3居里身上#居里夫人被表现为

一个贤内助似的女科学家#她以居里家庭成员和

其丈夫的辅助工作人员的身份大量出现在媒体报

道中" 这反映了当时女科学家大多数是以辅助实

验人员!学术妻子的身份出现在报道中的现状"

多年后#当居里夫人与郎之万& .̀,/d.-37>5-'传出

不伦之恋的绯闻时#各种报道不约而同地将这段

噱头十足的$女科学家出轨%绯闻炒得沸沸扬扬#

并借此大力贬低女科学家"

相比于居里夫人的时代#当今媒体报道对女

科学家公开的显性歧视已经极为少见#但一些隐

性的歧视仍然存在" 首先#大众媒体报道女科学

家的新闻时习惯称呼她们为$女科学家%#$女科

学家%这样的称谓本身就是一种被媒介建构的异

化表达" 因为本来科学家就可代表一个人的身份

&事实上#新闻报道中就很少或者说基本不会将

男性科学家称呼为$男科学家%'#但$科学家%仿

佛就不能用来指代女科学家#当提到这一群体时#

前面总少不了加个$女%字表达某种隐喻...突

出这一类科学家的性别特殊" 这个词在媒体眼中

成为一种吸引读者眼球的噱头#或者说媒体骨子

里就认为女性成为科学家还能够做出成绩就是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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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奇异的现象" 将女性科学家特殊称呼为$女科

学家%是一种称呼上的潜在歧视#是一种普遍的

现象" 对于女科学家群体来说#大众媒体对女科

学家的歧视更多地表现在对后备女科学家人群的

污名化建构上" 理工科女大学生特别是女博士是

未来女科学家的后备生力军#但大众媒体对这些

女性的呈现更显著地透着歧视" 首先#媒体对

$男理工女人文%的大学专业性别隔离问题报道

得很多" 传统的性别偏见认为#女性的智力和思

维不适合科学研究工作#或者仅适合从事某些领

域的科学研究工作" 这些偏见在社会上!工作场

合中普遍存在#并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广为传播#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有潜力的女生填报理工

科专业#也成为理工科优秀女生就业时进入一流

科研机构的障碍" 其次#大众媒体对女研究生特

别是女博士的报道在态度上存在歧视" 在1凸显

与遮蔽+媒体中的女研究生形象研究2

/##0一文中#

作者指出+在男性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下#

媒体对女研究生群体的报道以负面信息为主#

$第三性% $弱者% $受攻击和伤害的对象% $高学

历%$情感盲%词语的选用充满了歧视和偏见#女

性研究生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职业身份是学生#而

不是恋人!妻子!女儿#但媒体中被动!感性!情感!

柔弱!温柔的女性形象再现和强化女研究生的性

别刻板印象#使得女研究生被客体化#其公共角色

已经私人化" 在1科技领域女性高层人才成长状

况与发展对策2

/#!0一文中#一位博士生导师说+

$现在一说到女博士#就是&另类'" 世界上有三

种人#女博士就是第三种人"% 网络文章1女博士

裸死学校教研室2

/#$0

!1我是女博士#感情路上有

着太多坎坷崎岖2

/#%0等使网络新媒体成为将女博

士塑造成$第三种人%$灭绝师太%角色的助推器"

应该说#大众媒体包括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对女

科学家以及女科学家的后备力量进行了$污名

化%的报道#媒体的呈现使得成功的女科学家难

以发挥榜样的力量#而女子$无才便是德%!质疑

女性的专业精神#认为她们无法承受科研工作的

艰苦等性别刻板印象的存在和传播#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女科学家的社会形象"

因此#大众媒体对女科学家的报道应该持有

更为平等的态度#科学中传统的性别文化的逻辑

必须被指认#必须改写科学属于精英男性这一概

念" 这是$社会性别平等%的要求" $性别平等%

是指两性个体在人格上!两性关系!家庭生活!社

会生活和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社会要求性别平

等#而国家政策也在努力促进平等#这种趋势应该

反映在大众媒体对女科学家的报道中" 平等也是

$科学性别平等%的要求#这一理论已经逐渐被认

可" 因此媒体应该倡导科学的多样性和性别平等

的要求#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将平等反映在对女

科学家的报道中" 首先#大众传媒对女科学家的

报道应尽量全面地反映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

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将女科学家真实的!丰富的工

作和生活现实呈现出来#努力减少不相符的错误

报道" 其次#从侧重点来看#媒体对女科学家的报

道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女科学家的科学事业以及

科学成就上或者说将事业和家庭放在同等重要的

层面上#在科学地位上强调女科学家的科学研究

中的领导者或者核心工作人员的地位而不仅仅是

女助手和女实验员#在对女科学家的报道中表达

对女性参与科学研究工作的信心!对科学信息平

等的信心并鼓励更多的女性参与到科学研究中

来" 如1女科学家的机器人梦...记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所机器人理论与应用研究团队负责人乔红

教授2

/#M0一文中#乔红教授被赋予绝对可信的专

业能力!科研能力和领导团队执行科研任务的能

力(而另一些报道中#女科学家指出+$就科学研

究而言#女性和男性没有区别%

/#H0

($科学需要女

性#否则人类就浪费了一半的才华%

/#K0等言论呈

现都反映了大众媒体对女科学家更加平等的

态度"

更进一步分析#大众媒体对女科学家平等的

报道态度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为对女科学家认同的

态度#当然这一过程需要足够时间与不断的实践"

三%影响!对公众特别是少女的影响

未成年少女及年轻女性是女科学家群体的后

备力量#这个力量的表现将决定女学生!女青年是

否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现实的女科学家的重要一

环" 因此#研究女科学家媒体形象的目的是为了

研究这些形象角色是如何塑造少女对女科学家的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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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以及少女对女性从事科学事业认识之类相关

问题的"

女科学家在大众媒体中的出场率远远低于男

科学家#笔者在百度搜索栏中搜索关键词$科学

家%和$女科学家%的新闻标题#发现 ! GG" """ 篇

涉及科学家的新闻#而只有 !N H"" 篇涉及$女科

学家%的新闻#这表明女科学家在大众媒体中的

宣传很少#其实这正反映了实际生活中女性科学

工作者远少于男性科学工作者的现状" 数据显

示#科技领域女性高层人才数量较少!所占比例较

低#存在着比较明显的$MP%现象#中科院和工程

院两院院士中女性仅占 M)HP#国家$NH$%计划专

家组中#没有女性成员($GK$%计划选聘的首席科

学家中#女性仅占 %)HP等等/#N0

" 但相比之下大

众媒体对女科学家的报道比例显然更少"

女孩子在媒体中看到女科学家角色模型的机

会少之又少" 当女科学家出现时#媒体的描述通

常在加强性别刻板印象#通过贬低女性的专长!关

注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困难!展现女性比

男性更年轻有吸引力#显示女性缺乏处理科学难

题的能力#甚至隐藏着女性科学研究者会使得男

同事分心的描绘" 或者说#这些描述都在显示她

们与其从事的科学职业的价值观是不兼容的#科

学职业将导致家庭问题#科学生活的模式不吸引

人的表达十分明显" 年轻女性从她们喜欢的大众

媒体中看到很多不同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是媒

体构建的象征性女性肖像#代表着媒体对女科学

家的态度和被社会文化环境所定义的社会中认为

适当和被普遍接受的女性形象" 儿童每天与媒体

接触的时间在延长#他们对媒体信息的依赖程度

在不断增加#女孩在充溢着强化女性文化规范形

象的富媒体环境中成长#当她们希望从父母处独

立时#他们更可能学习媒体上的基于特定主体对

他们具有显著代表性的$生活课程%#比如发展性

别角色认同#学习和异性相处#选择职业和其他生

活角色等等" 当她们开始定义自己的个人身份和

建立对自身未来角色的期盼时#他们可能看到多

如牛毛的强调女性气质和鼓励符合传统刻板印象

的女性媒体形象#于是她们就自然而然地抛弃了

成为女科学家的人生追求"

当直接接触真实生活中的角色并不现实时#

媒体是用以了解女科学家的重要途径" 作为体现

性别角色的潜在的象征性模型#这些形象可能有

效!积极地提供间接接触的形象" 作为象征性的

模型#这些图像有可能塑造少女对性别角色和自

己的未来角色的看法#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她们

对科学和工程事业的兴趣的看法#比如当女孩子

被暴露在展现科学是男性主导领域的文化呈现中

时" 媒介发展了性别架构使人们把这些职业看作

是男性职业#这一刻板印象限制了女孩和年轻女

性的职业愿景#使她们自动地将自己排除在科学

领域的更高学习层次之外#并避免在数学和科学

领域更高的职业地位" 应该说#传统媒体中的女

性形象加强着社会和文化强加给女性的形象和传

统工作角色" 虽然这些媒体形象已经有所变化#

但是女性刻板印象在大众媒体中仍然随处可见"

青春期的少女#在从孩子到成人时丧失了对科学

职业的信心转而喜欢流行!苗条!具有吸引力和浪

漫情怀"

尽管媒体对女科学家的报道趋于平等#但一

定程度上加强了一种隐性的二元对立结构" 一方

面#大众媒体在对杰出女科学家的事迹进行报道

时#往往强调女科学家女中豪杰的角色以及对年

轻女性以及女性从事科学事业的鼓励(另一方面#

大众媒体同时也在反复强调女科学家在从事科学

研究时所遇到的困难#在比例上与机会上的不均

等#甚至强调空间能力的$男女差异%#并在此基

础上表达这些女科学家突破这些问题之后获得的

突出成果" 这样的报道立场表明女科学家从事科

学研究的现状仍然相当的艰辛#而女科学家的反

复告之与鼓励实际上又加强了对这种艰辛现状的

肯定#表明女科学家的意志!决心和吃苦的精神就

显得更为重要#最终表明女科学家要获得科学研

究的成功十分困难#这将进一步使女学生心生胆

怯#这对于培养年轻一代女性科研生力军是不利

的" 实际上#媒体对女科学家的报道应该强化对

女孩子和女青年的教育#鼓励和倡导她们热爱科

学!刻苦奋斗!积极向上!独立自主#而这种类似广

告学中$恐惧诉求%的表达方式存在一个低度!中

度和重度的区别" 实验表明#低度的恐惧更有效"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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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媒体在报道女科学家的成长困难时需要把

握一定的度"

当然#也有一些媒体中建构的女科学家形象

是反刻板印象的#这些报道并不否认女科学家获

得的职业成就并且大力宣传这些成就#这些女科

学家并非单身#她们都已经结婚生子#或者说#她

们的主要角色还是一个工作的母亲#一个并非家

庭主妇的工作人#这些女科学家形象的建构将有

助于对科学性别的更好的理解#将有助于加强鼓

励女孩子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效果" 我们需要进

一步做一些定量研究来确证什么样的女科学家特

点!什么样的女科学家形象的描述更可能引起女

孩子的兴趣#最有效地改变女孩子对职业生涯设

定的态度等等#这都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中学教育是一个起点#学生从此按部就班!亦

步亦趋地接受数学和其他科学课程的系统训练#

经过大学!研究生教育直至入职#这一过程女性从

事科学研究的态度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女性

在大众媒体中报道数量及质量的不足不能单纯的

怪罪于媒体本身#但大众媒体中的女科学家形象

的报道的确传达和加强了关于女性在科学!工程

和技术领域的角色文化和社会假设#加强了女童

及年轻女性对从事科学事业的不安感"

四%结论与建议

数年来的媒介内容分析显示#有很多论著中

关于各类媒体中女性刻板印象的研究#虽然近年

来有所改变#但很多仍然关注女性性格!外貌和浪

漫#而不是学术和事业" 尽管媒体形象在描写女

孩和女人的坚强性格#表现他们独立!聪明!诚实!

直来直去的干练#有能力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但更多的媒体形象还是在加强传统的刻板印象#

反映女人依赖性强!被动和情绪化特征"

要使这一问题得以改善#大众媒体关于女科

学家报道的数量和质量都应该有变化+首先#大众

媒体应该加大对女科学家的报道" 即要增加各种

报道数量#特别是加大对女科学家典型案例的报

道力度#使公众特别是少年儿童能从媒体中看到

成功的女科学家形象" 其次#有一种论调认为#量

变不一定产生质变(增量不等于增权#因此#数量

上的增加还需要有好的质量为后盾" 因此#女科

学家对科学的贡献必须更多地纳入科学报道的历

史和现状分析#要指认性别文化逻辑的不足并对

其提出挑战" 在报道时#其报道重点应考查女科

学家的专业经验!能力和成绩#减少对女科学家生

活角色的注视#不要再进一步地为加强针对女性

的刻板印象而工作" 建立对女性&女孩'友好的

科学报道态度/#G0和性别自由的科学报道规则十

分必要"

上述论述只是大众媒体对女科学家形象建构

的基础描述#什么形象是最适的女科学家媒体形

象#怎样的形象能够最有利于女童对女科学家的

认识#怎样的媒体报道数量方能达到持续效果等

等都还需要更多定量定性的分析" 因此#对于大

众媒介对女科学家形象的建构还有诸多问题有待

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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