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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十幾年來攝影研究在視覺研究中備受重視，以
女性攝影學家的研究也有了許多的成果。但「女性攝
影」議題在台灣藝術大學大學部的攝影相關課程中，
甚少做深入的探討或研究其作品的共同特質，也並未
對女性攝影共同特質或與男性攝影作品之間的差異做
分析研究。本研究將從人像攝影作品著手，探討女性
攝影師在人像作品中的符號使用、對人體的看法及她
所想表達即關心的項目，並比較其與男性攝影師之人
像攝影作品之間的異同。本研究將以三位較具代表性
之四位女性攝影師為首要研究目標。

二、研究目的

（一）以問卷調查台藝大學生後，以此資料與台灣攝
影界專家學者之訪談內容比對，並獲得一個對
於女性攝影特質之共同結論：有學習過攝影
相關課程的受訪者教能辨識出女性攝影師之作
品，受訪者之性別對於女性攝影師作品之辨識
也會有顯著影響。

（二）使台藝大校內以女性學生居多的攝影課程教學
時能多對此議題做討論，藉由了解女性攝影的
一般共同特質，能使自身在創作時突破以往的
刻板印象，也期望能使女性攝影領域更加被受
重視。

三、研究的重要性

（一）根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統計資料，職業類別
薪資調查報告〈資料時期：民國97年7月〉顯
示，民國97年7月受僱之攝影師約有3,000人
（不包括自行開業之雇主、自營作業者），服
務業部門所占99.97%，男女性別比例約9：1。

女性攝影師只占少數，而且多集中在平面攝影
師。女性動態攝影師的人數屈指可數。

（二）女性攝影在台灣攝影界多被認為是較弱勢的一
群，也較少人針對女性攝影做研究，在大學校
內攝影相關課程對於女性攝影的議題在課程
內容比率上也偏低。台藝大日夜間部全體學生
總人數共5216人，其中女性佔69％，雖然現階
段的台藝大學生都還在學習階段並非專業的攝
影師，但對於台藝大而言，女性攝影相對地強
勢，因此，在台藝大校內研究女性攝影將較有
共鳴。

（三）另外校內不乏多對美、對攝影有概念的師長及
學生，若能歸納台藝大學生的看法以及專家學
者之意見將較有信度，進而能歸納本研究之結

論。

四、研究流程

圖1-1 研究流程圖

五、研究假設

H0：本研究之四位女性攝影師之人像攝影作品有共同
特質。

H1：有學習過攝影相關課程的受訪者較能辨識出女性
攝影師作品。

H2：有學習過攝影相關課程的受訪者較能辨識出女性
攝影師作品。

台灣藝術大學學生對於女性攝影師之人像攝影
作品特質之探討

指導教授：韓豐年　老師
研究學生：周奕妏、黃湘
          曾亞筑

摘要
「女性攝影」議題在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大學部的攝影相關課程中，所佔比例偏低，也未對女性攝影共同特

質或與男性攝影作品之間的差異做分析研究。本研究從人像攝影作品著手，以四位女性攝影師為首要研究目
標，探討女性攝影師之人像攝影作品的共同特質。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以其結果與台灣攝影界之專家學者及
女性攝影家做深入訪談，進而得到女性攝影師之人像攝影作品之共同特質。研究結果顯示超過半數受訪者能
判別女性攝影師之作品，而女性攝影作品的特質較為神秘、溫柔、真實、平靜，並展露出女性的自信；而女性
受訪者較能辨識出女性攝影師之作品。未來可藉由這些結論，使台藝大校內學生在創作時能突破性別之刻板印
象，更期望能使女性攝影領域更加被受重視。

關鍵詞：女性主義、女性攝影、攝影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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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的範圍與限制

（一）本研究的問卷受測對象只限於國立台灣藝術大
學全體學生，訪談對象以台灣攝影界較活躍的
專家或教師。

（二）本研究探討之作品限定於以人像為主角之攝影
作品，並以紀實攝影為主，不探討婚紗寫真類
攝影或風景攝影等其他類作品。

（三）台灣攝影職場內女性處於弱勢，能訪談的女性
攝影師也有限。

七、名詞解釋與定義

（一）女性攝影－兩種意義上的女性攝影：一種是說
由女性攝影從業人員從事的攝影活動和拍攝的
照片。另一種標準，把「女性攝影」理解為具
有充分的女性意識，並以女性獨特的視角來審
視和評價自身與外在世界的那一部分攝影活動
及其作品。 也就是說，女性攝影家在對世界
的認知方式上與男性之間存在的文化差異性。
（劉樹勇，2006）

（二）問卷構面之內容解釋 －主角：相片中主要被攝
物，本研究以人像為主，可觀察人物之服裝、
身態及情緒。構圖：相片中主角與環境的關
係或比例。色彩：相片中主角或背景的使用顏
色，以及相片中光線使用所產生的不同色調。
（邱奕堅，2001） 

貳、文獻探討

一、女性攝影發源簡史

（一）十九世紀婦女運動

 意識到女人在法律上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追求
和男性平等的機會或原屬於男性的權力，甚至新女性
也有著模仿男性穿著與渴求男性特權等表現。此一時
期的女性攝影師在作品中追尋女性獨立自主的自我形
象，透漏了女性的自信、幹練，也不乏自我再現、自
我認同及嘲諷、顛覆性別別的意味。 

（二）二十世紀後現代城市興起

 大眾傳播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多是為了順應父權社
會中，女性做為男性愛欲的觀視對象，或滿足男性的
偷窺快感而刻意塑造的女性氣質。此時其女性攝影家
嘗試顛覆大眾媒體中的女性刻板印象，不願再讓女性
成為男性藝術家的創作對象或是被凝視的性慾對象。

二、本研究之女性攝影師代表簡介

女性意識的發展，從一開始的追求平等逐漸趨向
追求自我認同，因為同化程與男性般的平等，並不代
表真正認同女性。而女性攝影師們期望藉由攝影作品
表達女性的自主、顛覆傳統女性形象、擺脫父權下的
女性形象進而達成女性的自我認同，更希望以女性特

有觀察力表達出對人像真實的情感與樣貌。

（一）Annie Leibovitz，被喻為二十世紀末最具影響力
的女性攝影師，她的作品散發著女性特殊的洞
悉力與銳利獨到的影像風格，也有不同於商業
攝影的另一面向: 更簡潔、更素顏，卻也更真
實。有別於人像攝影的一絲不苟、精心佈局，
這些寫實照不但更有人味，也更能溫暖人心。

（二）Ellen Von Unwerth，當前已經幾乎是女性魅力、
雅致及性感的代名詞。她的攝影作品獨具風
格，激情肆意帶給受眾無限的想像空間，她敏
銳的視角及豐富的情感在作品中淋漓展現。作
品裡充滿了無限的情趣和幽默，她極擅長捕捉
“瞬間”，鏡頭記錄了女性的嫵媚、性感、優
雅與自信，更注重於塑造女性快樂生活的自由
態度，打破古板傳統、張揚個性的新女性獨特
魅力。

（三）蜷川實花以大膽的構圖，鮮豔的色彩，強烈的
風格，展現獨特個人魅力，成為目前深受注
目的年輕女性攝影師，總是以近乎童話般的
幻想，誇張鮮明的造型，呈現出天馬行空的影
像，透過她的照片，讓人彷彿進入了一個夢幻
而華麗的國度，感受到色彩與光影的絕對魅
力，呈現出藝人、演員、模特兒令人讚嘆的全
新風貌。

（四）Cindy Sherman 以自己出演所有攝影作品中的主
角為特點且聞名於世，她在一系列作品中以自
己當作主角，化上如明星般的妝，並設計如戲
劇般的場景和服裝來構圖，某些時候更刻意女
扮男裝，企圖顛覆既有的女性或男性印象。她
的作品經常有著過度飽和的色彩，無意識的表
情，以及濃妝和舞台般的燈光。每一件雪曼的
作品似乎都尖銳的探討女性在社會中的角色，
又似乎充滿了嘲諷或是悲哀的角度。

三、本研究之女性攝影師代表作品歸納分析

新現代攝影一書指出，欣賞攝影時可由作品的取
景、構圖、曝光來分析；本研究將這三大構面再細分
為七個項目：構圖、色彩模式、光線調性、場景、性
別與人數、服裝、其他（象徵符號等）。以這七項目
為指褾，分析四位女性攝影師各60張代表作品，發現
女性攝影師們試著表現出相片主角自然美麗的一面，
觀察的角度較為平靜、中庸，但並不強特意強調或誇
飾被攝者的外表；不只拍攝出表面的美，更拍攝出被
攝者自然散發的的情緒和較為深邃的神態。而照片的
構圖也讓人感到舒服、不壓迫，使用的光線和製造色
彩有樸素也有鮮豔，但都是同一調性的顏色。另外女
性攝影師的作品中出現的符號，例如動物或是其他角
色的手……等，都較為溫柔、不具攻擊性，因此歸納
出女性攝影師可能的共同特質為溫柔的、平靜的、神
祕的、真實的、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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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架構

圖３-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變項

（一）H1使用

1. 依變相：
男性攝影師及女性攝影師之作品各一的照片組
合，共十組。

2. 自變相：
受測者觀察其勾選之照片後感受－愉悅的；悲
傷的；憤怒的；溫柔的；幽默的；嘲諷的；激
情的；自信的；平靜的；矯情的；真實的；神秘
的；詭譎的；懷舊的；尖銳的；壓迫的；輕鬆
的；有性暗示及其他。

（二）H2與H3使用

1. 依變相：性別、是否學習攝影。

2. 自變相：受測結果是否正確（受測者是否在照片
組合中選出女性攝影師之作品）。

三、問卷設計
問卷分為：主角、構圖、色彩三大構面；根據本

研究第二章第三節所歸納出的結論，加入所有攝影作
品可能有的作品特質並以圖片配合。本問卷題目中並
列男女性攝影師作品各一，共十組，受訪者勾選其心
目中認為的女性攝影師作品，並對其勾選的作品回答
對於主角、構圖、色彩三大構面的感受，以複選題方
式作答，可選擇的答案由先前文獻回顧歸納出的女性
攝影作品可能有的共同特質，加入所有攝影作品可能
有的特質共19項，列出如下有：愉悅的、悲傷的、憤
怒的、溫柔的、幽默的、嘲諷的、自信的、平靜的、
矯情的、真實的、神祕的、詭譎的、尖銳或壓迫的、
輕鬆的、有性暗示的及其他；經統計正確的答案(由圖
片組合中正確選出女性攝影師之作品)後，得到受訪者
所認為該照片呈現的女性攝影作品的特質，統計回收
資料後歸納出女性攝影師的作品共同特質。

圖3-2 問卷中所使用的照片組合範例，A為女性攝影
師之作品

四、受測對象與抽樣方式

（一）研究對象：

台灣藝術大學所有學生，簡單抽樣約200人。

（二）抽樣方式：

便利抽樣。以紙本方式非隨機抽選班級發放，配
合網路問卷發放于全校全生。

五、資料收集與分析

（一）描述性收集與分析

以網路問卷為主要的問卷發放方式，並佐以紙本
問卷，以非隨機方式於台藝大各班級發放。此問卷發
放予臺灣藝術大學全體學生後，有效回收共110份。
本研究所使用之問卷置於附件二。

使用卡方檢定，檢測受訪者是否能正確辨別女性
攝影作品。使用次數累積製作長條圖歸納出女性攝影
師作品具備之共同特質。使用獨立樣本T檢定，測驗
是否學習過攝影以及性別，對於女性攝影作品的判別
是否有顯著影響。

（二）推論資料收集與分析－訪談法

 回收問卷並就其資料內容做統計分析後，就其
分析結果與台灣攝影界之專家學者及女性攝影家討論
並做訪談，進而得到最後結論。訪談名單如下：張光
合、王志偉、呂良偉、沈昭良；女性攝影師代表：林
芙美。訪談問題如下：

1. 請問您認為女性攝影師的作品是否具備共同特
質？

2. 您認為他們具備的共同特質為？

3. 您認為女性攝影師作品與男性攝影師作品有什麼
差異？

4. 您認為有無修習攝影相關課程與能否判別女性攝
影師之作品有沒有影響？

5. 您認為性別對於能否判別女性攝影師之作品有沒
有影響？

6. 統計的結果女性受訪者判別女性攝影師作品的的
正確率比男性受訪者高很多，男性受訪者錯誤率
甚至比正確率還高，您覺得這個結果代表甚麼？

肆、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問卷以紙本以及網路問卷發放予臺灣藝術
大學全體學生，有效回收共110份。問卷題目中並列
男女性攝影師作品各一，原列出十組照片，經前測後
發現其中兩組照片特質不明確，故予以刪除。受訪者
勾選其心目中認為的女性攝影師作品，並針對其勾選
之照片的主角、構圖、色彩三大構面選出多種特質，
經統計勾選出正確的女性攝影作品之特質答案後，得
到受訪者所認為該照片女性攝影作品的特質。並分析
受訪者之性別、是否學習過攝影等變項，與之答題正
確率及對作品之感受有何影響。

（一）受測者能夠辨識出女性攝影師之人像攝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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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問卷中並列男、女性攝影作品各一，總共
列出八組此種相片組合，欲得知受測者能否於相片組
合中正確勾選出女性攝影師之作品，使用卡方檢定，
結果如表4-1所示，在八組照片組合中有七組織漸進織
顯著性低於0.05，故證明，受測者能夠直接由攝影作
品辨識是否為女性攝影師之作品。將各題答對之受測
者人數與答錯之受測者人數分組統計後，如表4-2所
示，八組照片中答對者人數皆大於答錯者，答題之總
正確率為69.4%，大於一半，也可推論女性攝影師之
作品存在某種共同特質，以利辨識，特質分析於下段
做詳細歸納。

表4-1女性攝影作品的辨識度之卡方檢定

圖片組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卡方(a) 10.5 28.5 11.8 2.3 28.5 24.6 70.4 11.8

漸近

顯著性

.001 .000 .001 .127 .000 .000 .000 .001

表4-2女性攝影辨識度之正確率（分組）

圖片組合一 受測者 圖片組合五 受測者

錯誤 38 錯誤 27

正確 72 正確 83

圖片組合二 受測者 圖片組合六 受測者

錯誤 27 錯誤 29

正確 83 正確 81

圖片組合三 受測者 圖片組合七 受測者

錯誤 37 錯誤 11

正確 73 正確 99

圖片組合四 受測者 圖片組合八 受測者

錯誤 63 錯誤 37

正確 47 正確 73

表4-3女性攝影辨識度之正確率（總和）

總題數（110人*8題） 答對題數 答對率

880 611 69.4％

（二）受測者認為問卷照片中的女性攝影作品特質

本段統計分成三部分，一為所有受測者認為女性
攝影應具備之特質，第二部分將施測後選出答題正確
者（由照片組合中選出女性攝影師的作品者）對作品
的感受做統計，第三部分是答題錯誤者對作品的感
受。

1.全體受測者在作答前認為的女性攝影師之作品特質

此問卷統計出全體受訪者所認為女性攝影師之作
品應有的特質，在19項特質中挑選出受測者勾選的前
六名，可得結果為：自信的、神秘的、溫柔的、真實
的、平靜的、激情的。

圖4-1全體受訪者所認為女性攝影師之作品

應有的特質

2. 答題正確者對女性攝影作品的感受：

答題正確者由照片組合中所選擇照片即為女性攝
影師之作品，受測者對其作品的感受經過整理後可得
結果如圖4-2所示。

圖4-2答題正確者認為的女性攝影作品特質

(三大構面)

受訪者認為照片主角主要特質，在19項特質中挑
選出受測者勾選的前六名：自信的、神秘的、溫柔
的、愉悅的、平靜的、輕鬆的。受訪者認為照片構
圖主要特質，在19項特質中挑選出受測者勾選的前六
名：平靜的、神秘的、真實的、愉悅的、輕鬆的、自
信的。受訪者認為照片色彩主要特質，在19項特質中
挑選出受測者勾選的前六名：神秘的、愉悅的、平靜
的、懷舊的、真實的、溫柔的。

綜合其結果得到受訪者認為女性攝影師之作品主
要特質，在19項特質中前六名為：神秘的、平靜的、
愉悅的、自信的、溫柔的、真實的、（輕鬆的）。如
圖4-3所示。

圖4-3答題正確者認為的女性攝影作品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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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台藝大學生認為的女性攝影師之人像攝影特質
排行

名次 特質 勾選次數累計 名次 特質 勾選次數累計

一 神祕的 456 十 幽默的 204

二 平靜的 437 十一 矯情的 190

三 愉悅的 412 十二 壓迫的 167

四 自信的 361 十三 悲傷的 166

五 溫柔的 339 十四 嘲諷的 148

六 真實的 333 十五 激情的 140

七 輕鬆的 326 十六 有性暗示的 128

八 詭譎的 260 十七 尖銳的 85

九 懷舊的 207 十八 憤怒的 34

3.答題錯誤者對作品的感受

對於由照片組合中選出其認為的女性攝影作品，
但事實為男性攝影師之作品的感受，這個部份的結果
是受訪者猜測女性攝影師之作品特質，同時也是男
性攝影師的作品特質。由圖4-4以及圖4-5歸納得結果
如下：受訪者認為照片主角主要特質，在19項特質中
挑選出受測者勾選的前五名：嘲諷的、自信的、真實
的、神秘的、詭譎的、愉悅的。受訪者認為照片構
圖主要特質，在19項特質中挑選出受測者勾選的前六
名：真實的、嘲諷的、詭譎的、壓迫的、幽默的、自
信的。受訪者認為照片色彩主要特質，在19項特質中
挑選出受測者勾選的前五名：真實的、懷舊的、平靜
的、神秘的、嘲諷的。

圖4-4答題錯誤者認為的女性攝影師特質

（三大構面）

綜合結果得到答題錯誤的受訪者，認為女性攝影
師照片主要特質，在19項特質中挑選出受測者勾選的
前六名：真實的、嘲諷的、詭譎的、神秘的、自信的
及幽默的。

圖4-5答題錯誤者認為的女性攝影師特質

4.綜合結果

實測的結果，可以歸納出全體受訪者未看過問卷
照片內容前，心目中對於女性攝影作品特質的看法，
與欣賞完實際女性攝影作品後的感覺相去不大。比較
圖4.2.1與4.2.3之結果，可歸納出女性攝影師之人像攝
影作品有共同特質為：自信的、神秘的、溫柔的、真
實的、平靜的。

而答錯的受訪者，其選擇的照片實為男性攝影
師之作品，在19項特質中挑選出受測者勾選的前六名
為：真實的、嘲諷的、詭譎的、神秘的、自信的與幽
默的。因此得到男性攝影師作品具有嘲諷的、詭譎
的、幽默的、壓迫的等女性攝影師沒有的特質。

（三）受訪者是否學習過攝影對於判別女性攝影作品
之影響

本研究假設學習過攝影相關課程的受訪者較能辨
識出女性攝影師作品，使用獨立樣本T檢定統計回收
問卷結果，如表4-5所示T值為-1.685，顯著性（雙尾）
為0.95。結果顯示此因素並不影響作答的正確性，因
此推翻H2：學習過攝影相關課程的受訪者較能辨識出
女性攝影師作品，並產生H3：受訪者性別對於女性攝
影師作品之辨識有顯著差異。

表4-5是否學過攝影之影響的顯著性獨立樣本T檢定

學習過攝影對於

判別女性攝影作品

是否有顯著差異

T值 顯著性(漸進)

-1.685 0.95

表4-6 受測者是否學習過攝影與答對率

學過攝影答對率
(人數)

未學過攝影答對率
(人數)

圖片組合一 65.2%(45) 65.9%(27)

圖片組合二 78.3%(54) 70.7%(29)

圖片組合三 71.0%(49) 58.5%(24)

圖片組合四 48.8%(27) 39.1%(20)

圖片組合五 81.2%(56) 65.9%(27)

圖片組合六 76.8%(53) 68.3%(28)

圖片組合七 94.2%(65) 82.9%(34)

圖片組合八 68.1%(47) 63.4%(26)

（四）受訪者性別對於判別女性攝影作品之影響

本研究有效回收的問卷共110份，其中男性為26
人；女性為84人，受測者於問卷圖片組合中，選擇
出正確的女性攝影師作品，答題平均分數（答對為1
分，答錯0分），男性平均分數為4.96，女性平均分數
為5.73。

使用獨立樣本T檢定，信賴區間為90%計算後，
結果如表4-7所示，T值為2.20，顯著性（雙尾）為
0.030。根據此結果顯示，性別對於判別女性攝影作品
有顯著影響，女性較男性更能正確辨別出女性攝影師
之作品。答題情況如表4-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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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性別之影響的顯著性獨立樣本T檢定結果

性別對於

判別女性攝影作品

是否有顯著差異

T值 顯著性(漸進)

2.20 0.030

表4-8性別與答題正確情形

女 性 答 對 比
率(人
數)

男 性 答 對
比
率

( 人
數)

答對總數(總受
訪者為
110人)

圖片組合一 71.4%(60) 46.2%(12) 72

圖片組合二 78.6%(66) 65.4%(17) 83

圖片組合三 71.4%(60) 50.0%(13) 73

圖片組合四 44.0%(37) 38.5%(10) 47

圖片組合五 76.2%(64) 73.1%(19) 83

圖片組合六 76.2%(64) 65.4%(17) 81

圖片組合七 91.7%(77) 84.6%(22) 99

圖片組合八 64.3%(54) 73.1%(19) 73

二、推論性統計

本研究共訪問三位於台灣攝影界較為活躍的攝影
專家與學者－林芙美、章光和以及王志偉。針對問卷
結果訪問專家意見，問題如下：

1. 請問您認為女性攝影師的作品是否具備共同特
質？

2. 您認為他們具備的共同特質為？

3. 您認為女性攝影師作品與男性攝影師作品有什麼
差異？

4. 您認為有無修習攝影相關課程與能否判別女性攝
影師之作品有沒有影響？

5. 您認為性別對於能否判別女性攝影師之作品有沒
有影響？

6. 統計的結果女性受訪者判別女性攝影師作品的的
正確率比男性受訪者高很多，男性受訪者錯誤率
甚至比正確率還高，您覺得這個結果代表甚麼？

本研究訪問三位台灣攝影界較活躍的三位攝影專
家及學者-林芙美、章光和以及王志偉，並針對本問
卷提出六個問題，與攝影專家學者探討女性攝影作品
之特質，歸納出其共同論點。歸納三位攝影專家學者
的看法，得到共同論點為女性攝影師之作品特質是多
元的，而且隨著時代的變動，作品的內容與想法的
表達闡述方式也一直在更變，也許與男性攝影師之作
品仍有一些區別，但不能一概而論。加上現代性別已
經走向開放，雖然媒體中對於性別還是存有許多刻板
印象，但女性意識已與舊時代不同，也有女性作品擁
有男性較尖銳、剛烈的特質，或存在著強烈的暴力或
性暗示等，都顯示著男女性別意識正逐漸趨向平等。
不過，在大多的情況下，女性攝影師之作品仍較為細
膩、溫柔、攻擊性較弱，比較同樣具有裸露或戲謔的
男、女性攝影師之攝影作品，發現男性攝影師在對於
裸露或是戲虐、嘲諷的表現上面通常比較尖銳。不
過，若是個性較陰柔的男性攝影師或個性較陽剛的女

性攝影師之作品也會有不同的結果呈現。

與專家學者探討本研究提出之H2：有學習過攝影
對判別女性攝影師之作品有影響，專家學者認為學習
過攝影不會影響到判別是否為女性攝影師之作品的正
確率，學習過攝影之受測者對於攝影學習較多，知道
照片是否為女性攝影師所拍攝的可能性較大，但也許
會因為接觸大量攝影作品而無法從直覺判斷是否為女
性攝影作品，而未學過攝影相關課程的人，憑藉著直
覺或刻板印象判斷或許能辨別女性攝影作品，統計結
果也得到研究證實，有無學習過攝影對於能否判別女
性攝影作品沒有顯著影響。

三、結論

女性意識崛起後直到現在，女性已不再是被操控
的模特兒或單純被欣賞的角色，也可以立身於主導地
位，以攝影作品闡述自己的想法、創造自己的價值。
藉由尋找出女性攝影師之人像攝影作品的共同特質，
及其與男性攝影師之作品間的差異，可使攝影學習者
甚至大眾更加了解女性攝影的內容和意涵，而學生除
了能了解女性在攝影方面的崛起與變革，更能在創作
時也能藉此突破性別界線和刻板印象。

四、結論與建議

由此研究結果歸納出：

1. 大多數女性與男性在觀察被攝物的角度和出發點
不盡相同，因此女性之作品帶有更多神祕、溫柔
的氣質，而男性作品則較具攻擊性與嘲諷意味，
可推論再多數情況下男性較主動而女性較被動所
致；而男性與女性在處理性別角色上的手法也有
所差異，女性在處理性別角色時有一種穩定、平
等的氣息。

2. 女性受訪者對女性攝影師作品之辨識較為準確，
而男性受訪者則大多無法辨別其中差異，可推論
女性在直覺方面是較男性強烈，較能察覺攝影師
的心思。希望往後能有學術研究者可再更精細的
研究出受訪者的人格特質是否也會影響對於女性
攝影作品之判別，或是更進一步地，針對個別女
性攝影師，以其人格特質和作品做分析研究，使
針對女性攝影作品之研究更加完善。

3.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時，女性與男性間作品的
確有明顯的差異，女性想證明並表達自我，而男
性只是把女性當做欣賞的物品，一邊是想掙脫束
縛，一邊是想掌握地意味非常明顯；然現代社會
中男性與女性已經愈趨平等，更不乏陽剛的女性
或陰柔的男性，因此兩性間的作品之差異已不再
像舊時代有明顯分壘，我們應該鼓勵在攝影界人
數較少的女性創作者不斷地創作， 提供可以發表
的空間，使女性作品能更受重視，而不在區別男
女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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