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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因自身同為女性，故欲探討有關女性權力與益、性別歧視之電影名作《關鍵少

數》。在社會中，性別與種族的交織影響著女性的權利結構和社會地位，特別是對於非

裔女性而言，她們在歷史上面臨著複雜的挑戰，這些挑戰源自於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

雙重壓迫。電影《關鍵少數》（Hidden Figures）提供了一個生動的舉例，展示了三位非

裔女性數學家在 1960 年代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工作的經歷，並揭示了她

們在追求職業目標過程中所遭遇的不公待遇。透過這部作品，我們希望深入探討種族因

素如何加劇女性在性別歧視中的權力鬥爭，並反思這些困境歷程對當代女性運動的啟

示。 

本研究的背景源於 1960 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Second-wave Feminism），該

運動建立在第一次女性主義運動的基礎上，旨為提高女性的身份地位。然而，非裔女性

在這一運動中常常被邊緣化，因為其不僅要為種族平等而奮鬥，同時也面臨著性別歧視

的挑戰，這使得她們的貢獻未能得到應有的認可。而對人權運動中的性別主義與女性主

義運動中種族主義的回應，自 1960 年代後期開始發展，並在 1990 年代正式成熟的黑人

女性主義強調了性別壓迫與種族壓迫之間的交織關係，認為這個問題必須同時被解決，

以實現真正的平等。 

電影中的三位非裔女性數學家——凱薩琳・強森（Katherine G. Johnson）、桃樂絲・

范恩（Dorothy Vaughan）、瑪麗傑・克森（Mary Jackson）——這些虛構的角色的經歷即

為現實社會中女性的倒影，她們的故事不僅反映了 1960 年代美國社會中對有色人種女

性的偏見，也揭示了當代社會仍然存在的性別與種族不平等現象，強調其持續影響的重

要性。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種族和性別身份如何共同作用，使女性在面臨性別歧視時

遭遇更為複雜且深層的挑戰。 

二、研究目的及問題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深入探討電影《關鍵少數》（Hidden Figures）中影視角色所

面臨之女性權力問題與性別、種族歧視，反映了當代既是非裔身份，亦是女性族群

的社會角色所遭逢的困境。研究者將分析非裔女性如何抗爭以克服性別和種族歧

視，並激勵更多女性追求自己的職業目標。 

（二）研究問題 

1、非裔女性在職場中所面臨的挑戰有哪些？ 

2、此部電影對當代女性運動有何啟示？ 

3、交叉理論在理解這些角色經歷中的作用是什麼？ 

透過這些深入問題，本研究希望能夠全面理解非裔女性在面對性別與種族歧視

時所經歷的複雜挑戰，及她們為推動社會變革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聚焦於電影《關鍵少數》（Hidden Figures）中非裔女性數學家所面臨的性別與種

族交織壓迫，並結合美國第二波婦女運動的歷史背景與交織性理論，深入探討這些女性在職

場與社會中的挑戰與抗爭。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整理與解讀，本文試圖揭示性別與種族在權力

結構中的複雜交互作用，並進一步探討這些歷史對當代女性運動與平等倡議的啟示。 

一、在第二波婦女運動之下《關鍵少數》創作背景 

美國第二波婦女運動於 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期間興起，主要受到社會改革、民權

運動及反戰運動的影響。此運動背景與電影《關鍵少數》（Hidden Figures）密切相關，

其講述了三位非裔女性在 NASA 所面臨的挑戰，揭示了當時社會對女性和族裔的歧視。

第二波女權主義者不僅關注法律平等和工作機會，還強調性別角色、家庭結構及性別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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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問題的社會根源，挑戰傳統性別角色，重新評估女性在社會、經濟和政治領域中的

地位（Hartmann，1998）。 

此外參考《美國第二波婦女運動歷史研究之回顧》文獻，根據俞彥涓（2004）的分

析，研究對於第二波婦女運動的概念界定相當正確，強調此運動不僅追求法律和經濟平

等，更是一場關於文化認同和性別意識覺醒的廣泛運動。在女性解放運動的分析中，文

獻指出此波運動促進了女性在各個領域的參與，並引發對性別不平等問題的廣泛討論。

女性解放運動（Women's Liberation）強調女性應該擁有與男性平等的權利和機會，並質

疑社會對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這一運動在不同文化和社會背景下展現出多樣性，體現

了各地女性對自身權益的追求與捍衛。 

二、交織性的複雜與多重身份所帶來之險阻艱難 

電影《關鍵少數》（Hidden Figures）展現了當時社會中種族隔離政策（Racial 

Segregation）的影響，並以這些非裔女性角色的真實經歷為基礎，強調了他們在職場中

所面臨的層層阻礙。參考《交織性於輔導諮商專業之啟發》文獻，根據焦興鎧（2002）

的分析，交織性理論強調了個體的壓迫不僅僅是單一因素，而是受到其多重社會身份的

交互影響，這些身份包括但不限於種族、性別、社會階層等。透過交織性理論之視角，

能夠更深入地理解電影中三位女性角色所承受的多重壓力，且在此框架下突顯出的堅毅

與抗爭精神詮釋的理論之複雜性。 

此外，根據黃文齡（2009）對於種族因素所帶來黑人女性活動之影響的研究，族裔

背景深刻地影響了非裔女性的自我認同與社會地位。文獻提及，黑人女性的社會地位不

單只受到性別因素的影響，更因其族群色彩而處於更劣端的位置。電影中，作為非裔女

性數學家不僅需要證明自己的工作能力，還要同時面對來自同事與社會的偏見，這樣的

雙重歧視使她們陷入更艱難的處境；既被要求展現出合格的工作者，又被置於種族歧視

的脆弱之地。 

史家・卡爾頌（Shirley J. Carlson）在 1992 年提出，非裔女性長期扮演著「雙重維多

利亞特質」的角色，即在私生活領域中承擔家庭責任，同時在公共領域中積極參與社會

正義活動（1992）。在私領域中，黑人女性被期待是家庭的堅守者，尤其是在父權社會

結構下，需展現出無私奉獻的特質。除此之外，雙重維多利亞特質還導致非裔女性無法

公開表達自己的脆弱或不滿，因社會對她們的刻板印象要求她們無論在何種困境下都要

保持堅強，而這與電影中角色們的情感表現形成了鮮明對比：她們內心的壓力與痛苦往

往被掩蓋在理性和專業的外表之下，因為一旦展現出情感的弱點，便可能被視為「無法

勝任」。 

綜合以上對文獻之探討，美國第二波婦女運動不僅追求法律和經濟平等，還強調文

化認同和性別意識的覺醒。這一運動促進了女性在各領域的參與，並引發對性別不平等

的廣泛討論。另外，交織性理論進一步揭示了非裔女性面臨的多重身份壓迫，強調她們

在追求平等過程中的艱辛與堅韌。這些研究為理解當時社會結構中的性別與種族不平等

提供了重要視角。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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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二、研究方法 

本文將採用質化研究方法為核心，結合多元研究途徑，利用內容分析、個案與歷史

研究法進而從不同範疇層層切入探索主題，並以文獻分析深化對於理論的應用，加強對

問題的細緻剖析。 

（一）內容分析法 

此分析為重要研究方法之一，旨為針對電影《關鍵少數》（Hidden Figures）的

文本與視覺符號進行深入闡析。研究範圍涵蓋劇情文本、角色對話以及視覺設計，

而本文將聚焦於角色台詞中展現的情感衝突與思想深度，討論電影如何以影像效果

與敘述語言呈現種族與性別身份的交錯影響 。 

（二）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為此研究提供了背景支撐，特別針對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及種族隔

離、一滴血政策的影響進行分析。本文整理了多份與女性主義運動、當時政府決策

及社會反應相關的歷史文獻與資料，並結合電影中 1960 年代的背景設定分析當時非

裔女性如何在種族與性別的交織阻礙以及血統與外觀的矛盾中尋求自我定位。 

（三）文獻分析法 

本文將期刊與文獻的內容整理後加以引用解釋，建立基本理論基礎，特別是交

織性理論與批判種族理論的應用，近一步探討電影與現實背後，種族與性別如何交

互影響非裔女性以及血統和外觀在種族認同中所激起的矛盾。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關鍵少數》電影分析 

（一）舊時社會背景 

《關鍵少數》（Hidden Figures）深刻反映了 20 世紀中期美國種族隔離與性別歧

視的現實，並將個體奮鬥置於民權運動、女性主義興起與太空競賽的宏大背景之

下。透過展現三位非裔女性在 NASA 職場中的奮鬥，電影反映出 20 世紀中期美國

種族隔離與性別歧視的制度性壓迫，揭示了這些社會結構如何深刻影響個人經歷，

同時也彰顯出她們在冷戰太空競賽和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交織背景下，為平等權利

與自我實現所展現的堅韌精神。 

１、吉姆・克勞法、種族隔離與民權運動 

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是指 1876 年至 1965 年間，美國南部各州針

對非洲裔美國人實行的種族隔離法律制度，強制在公共設施、教育、交通等領

域實行種族隔離，並以「隔離但平等」的原則為依據，實際上卻導致非裔美國

人在經濟、教育和社會地位上處於劣勢。來自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物，

根據《美國的歷史學家》第九章，該資料指出在 1954 年，儘管最高法院已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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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違憲，但在判決之後的幾年裡，許多南方州仍然拒絕執行

此裁決，且不斷採取各種方法延遲種族隔離制度的廢除或全然地逃避法令，公

共場所如汽車旅館、餐廳、游泳池、電影院、圖書館等，均實行種族隔離。 

此促使了 1955 年至 1968 年間的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African-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的興起，通過非暴力的抗議行動推動廢除此隔離制度，

爭取平等權利。民權運動的努力最終促成了 1964 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和 1965 年投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的通過，禁止了法律

層面的種族隔離和歧視政策，標誌著吉姆·克勞法在法律層面上的終結。 

２、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興起 

電影的故事背景設定於 1960 年代的美國，為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Second-

Wave Feminism）的高峰期，亦是種族隔離與性別歧視最為顯著的年代之一。此

運動聚焦於超越法律的平權訴求，深入探討女性在家庭、職場及文化中的角

色，並挑戰傳統性別分工和社會結構。然而，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主流參與

者主要是白人中產階級女性，她們的目標集中於解決性別不平等問題，卻常忽

視了非裔女性面臨的雙重壓迫。對非裔女性而言，她們的性別與種族身份並非

孤立存在，而是互相交織，導致她們在運動中經常處於邊緣化地位。 

電影中的三位非裔女性數學家——凱薩琳・強森（Katherine Johnson）、桃

樂絲・范恩（Dorothy Vaughan）與瑪麗・傑克森（Mary Jackson）——便是這一

矛盾的生動體現；她們在追求職業成就的過程中，不僅要克服職場中的性別偏

見，還需面對因種族身份而被排除的制度性障礙。例如，凱薩琳在 NASA 的工

作環境中經常被拒絕參加重要會議，甚至連基本的工作條件都受到種族隔離政

策的限制，而這些障礙源於她同時是女性和非裔的雙重身份。這種交織壓迫使

她們比白人女性付出更多努力來證明自己的專業能力，並爭取基本的尊重。 

３、太空競賽與科技發展 

冷戰期間，美國與蘇聯展開了激烈的太空競賽（Space Race），而為了在競

賽中追趕蘇聯，美國開始加速發展太空計畫，投入大量資源與人力；在此背景

下，NASA 急需大量的科學家及工程師，為如非裔女性的凱薩琳・強森

（Katherine Johnson）等人提供進入高科技領域工作的機會。 

太空競賽成為一個機會窗口，要求打破某些既有的種族和性別隔閡，以吸

引更多人才。然而，儘管非裔女性如凱薩琳・強森（Katherine Johnson）憑藉其

卓越的數學才能被招募至 NASA，但她們仍然面臨制度性的不平等，包括種族

隔離政策和性別偏見。這種情況揭示了冷戰期間國家利益與內部社會結構之間

的矛盾：美國需要最大化人才以在國際競爭中佔據優勢，但國內的種族歧視和

性別隔離卻阻礙了全面挖掘潛力。 

此外，太空競賽對於種族議題的影響也顯現在公共政策與社會輿論層面。

冷戰時期，蘇聯將美國的種族歧視作為一種外交工具，批評美國未能實現其所

宣稱的民主與自由價值觀。這使得美國政府在國際壓力下必須重新檢視國內的

種族政策，而這些壓力促進了民權運動的發展，例如 1964 年《民權法案》

（Civil Rights Act）的通過，逐步為非裔群體爭取平等的法律保障。 

（二）電影佈置與梳化設定 

在《關鍵少數》（Hidden Figures）中，1960 年代的社會背景被細緻地再現，展

開當時美國面臨的種族隔離與性別歧視的情境。透過巧妙的空間佈局與角色對話互

動，揭示了電影角色在面對困難時的堅韌與勇氣；而在視覺風格方面，電影則運用

了色彩和結構設計增強情感的傳遞，並探討了科技進步與社會次平等之間的矛盾。 

１、服裝與造型的象徵 

在電影中，服裝與造型的設定象徵著角色面對種族與性別歧視。主角凱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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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桃樂絲和瑪莉的服裝與造型設計，傳遞出她們在男性主導的 NASA 環境中

所需展現的專業形象與人格特質。服裝不僅符合當時流行趨勢，還強調出她們

作為女性科學家的身份，以挑戰社會對女性的傳統思想。例如，凱薩琳在工作

中的服裝反映出她對「穿裙子的計算機」到成為 NASA 重要計算員的轉變。這

一過程中，其服裝從較為保守逐漸轉向更具自信與專業感，象徵著在職場上獲

得的尊重與地位提升。電影中的色彩運用也具有象徵意義，明亮的色調代著希

望與進步，而暗淡的顏色則反映出當時社會中的種族壓迫感（張瑜珊，

2017）。 

２、空間設計的分隔  

在電影中，空間設計的分隔深刻反映了 1960 年代美國社會種族與性別歧

視。NASA 內部的「西運算部門」是專為有色人種設計，這一空間的存在不僅

體現了當時的種族隔離政策，也突顯了主角們在男性主導環境中的邊緣化地

位。凱薩琳、桃樂絲和瑪莉等非裔女性計算員被迫在標示為「有色人種計算部

門」的空間內工作，象徵著她們在職場上所面臨的歧視與限制。除此之外，電

影中還展示了不同的餐飲區和衛生設施，進一步強調了種族隔離的影響。例

如，凱薩琳必須穿越 800 公尺去使用「有色人種廁所」。有色人種廁所通常位

置偏僻、設施簡陋，維護狀況遠不如白人使用的廁所，這樣的空間安排佈景造

成有色人種日常生活不便，更是種族歧視制度畫的明顯象徵。透過這樣的攻堅

分隔，統治階層試圖強化種族階級的概念，暗示有色人種的低下地位。此分隔

不僅反映了社會制度的不公，也讓觀眾得以深刻體會種族隔離政策如何影響著

有色人種的生活，以及其在追求平等與基本人權過程中所承受的身心煎熬。 

３、道具的隱喻 

在電影《關鍵少數》中，道具的運用具有深刻的隱喻意義，例如不同顏色

的飲水機、廁所和咖啡壺象徵著白人與有色人種之間的隔閡，強調了當時社會

的種族分隔。這些道具不僅是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凡的物件，更是社會不平等的

具體體現，讓觀眾感受到角色在工作和生活中所遭遇的歧視的普遍性。此外，

不起眼的粉筆也在電影中具有象徵意義。當白人主管哈里森將粉筆遞給凱薩琳

時，這一動作不僅代表著對她才能的認可，也象徵著打破種族與性別界限的重

要的一步。 而在片尾場景中，咖啡這一道具在片尾也具有重要象徵，當哈里森

為凱薩琳遞上一杯原本只屬於白人的咖啡時，這一舉動象徵著對她努力和成就

的肯定，標記著種族平等的曙光（張瑜珊，2017）。《關鍵少數》中的道具設

計不僅增強了故事情感，也深刻揭示了角色在歷史背景下所經歷的掙扎與成

就，使觀眾更能理解當時社會的不公與變革的重要性。 

４、角色對話與互動 

電影中最具戲劇張力性與震撼力的一幕，莫過於凱薩琳在一棟完全沒有設

置「有色人種女性廁所」的大樓裡，為了解決基本生理需求，每次都需穿著高

跟鞋跑上 800 公尺回到原本工作的建築物。此外，她還得隨身攜帶大批文件，

以便在趕工過程中繼續進行計算。然而，她的上司艾爾誤以為她經常偷懶，而

當天凱薩琳終於無法再壓抑心中的委屈，將自己長期以來飽受歧視的苦楚全盤

托出；不僅如此，她還指出自己連像白人那樣公平享用一杯咖啡的權利都被剝

奪。在聽聞凱薩琳的敘述後，艾爾隨即拿起工具，砸下寫有「白人專用廁所」

的標示牌，並直言：「在 NASA，大家的尿液顏色都是一樣的。」，顯示出種

族歧視的荒謬本質，非裔與白人並無有「實質」的不同（林慧貞，2017）。 

二、非裔女性在職場中所面臨的挑戰 

（一）真實世界的凱薩琳・強森 

１、種族隔離制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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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薩琳・強森在 NASA 的職場經歷直接反映了種族隔離制度的深遠影響。

在她工作的年代，非裔員工被分配到「有色人種」辦公區域，無法與白人同事

共同使用廁所、咖啡機等公共設施（National Geographic，2021 年 2 月 5 日）。

例如，她因為所處大樓缺乏「有色人種女性廁所」，不得不每天跑 800 公尺回

到原來的建築物解決基本生理需求，這不僅浪費了大量時間，還令其承受了極

大的心理壓力（WHRO Public Media，2011 年 2 月 25 日）。 

而此隔離政策並非僅限於物理空間，還延伸到職業發展與人際互動。例

如，凱薩琳在與白人同事合作時，常被排除在核心決策之外，甚至連參與高層

會議的資格都被剝奪（NASA，2020 年 2 月 25 日）。這種對於非裔女性能力的

普遍低估顯現了制度性歧視，要求她們付出比白人同事更多的努力才能獲得基

本的尊重（VICE News，2017 年 1 月 24 日）。 

２、性別歧視的障礙 

除了種族因素，性別歧視也是凱薩琳職場挑戰的重要一環。在男性主導的

NASA，她的工作能力最初並未被平等對待。例如，她被排除在許多關鍵決策

會議之外，這意味著即使其算結果對任務至關重要，她的意見和專業知識也未

受到重視（WHRO Public Media，2011 年 2 月 25 日）。在冷戰期間的太空競賽

中，女性科學家常被視為輔助性質，而非核心參與者。她需要不斷努力證明自

己能夠勝任高風險和高需求的任務，這種額外的心理負擔正是性別歧視在職場

中的體現。此外，NASA 內部文化對於女性專業地位的輕視，反映了當時社會

對女性角色的傳統看法：女性應該侷限於家庭角色，而非活躍於高科技領域。 

３、雙重身分的挑戰 

作為一名非裔女性，凱薩琳・強森的挑戰並非單純來自於種族或性別，而

是兩者交織作用的結果。她的雙重身份使她在冷戰時期的美國社會中處於多重

壓迫之下。非裔女性不僅要面對來自種族偏見的系統性障礙，還需在性別歧視

的框架下努力爭取專業認可。在這種背景下，她的工作成果常被歸功於整個團

隊，而非個人貢獻，此反映了白人同事在權力結構中的優勢（VICE News，2017

年 1 月 24 日）。 

而在冷戰太空競賽中，非裔女性的角色往往被簡化為基層技術人員，儘管

她們的貢獻對任務至關重要，卻鮮少得到應有的讚譽。她需要比其他同事付出

更多的努力來證明自己的價值。例如，約翰・格倫的軌道飛行計畫中，她的精

確計算直接影響了任務的成功，這為她贏得了 NASA 內部的高度評價（National 

Geographic，2021 年 2 月 5 日）。 

（二）非典型膚色的種族歧視 

１、迷思與誤解——一滴血政策 

血統與外觀之間的迷思與誤解源於社會對於種族身份的刻板印象與二元對

立的分類框架。由於血統的複雜性，許多擁有非裔血統的人，尤其是四分之一

或八分之一非裔血統的個體，其外貌可能更接近於主流社會所認定的「白人」

外觀，而與傳統上對非裔族群的膚色、髮型等視覺特徵不符。這種情況容易引

發身份認同上的困惑，因為外界通常會根據外觀來判定個人的種族歸屬，而忽

略血統背後的多樣性與複雜性。 

此反映了種族主義的歷史遺毒，特別是美國「一滴血規則」（One-Drop 

Rule）的影響。該規則認為，只要有任何非裔血統的痕跡，個體就應被視為

「黑人」，這一標準不僅忽略了血統的多元性，也將種族身份強制化、簡化為

單一標籤。然而，隨著全球化與種族融合的加劇，這種僵化的分類模式越來越

難以準確反映現實中的種族多樣性。例如，一位外表看似典型白人的人，可能

因為其祖先擁有非裔血統而在文化與法律上被視為非裔，這種外觀與血統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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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容易導致身份上的張力，並成為種族歧視和誤解的根源。 

２、凱薩琳・強森的真實經歷 

凱薩琳・強森的膚色並不完全符合社會對「典型非裔」的刻板印象，這使

她的種族身份在職場上變得更加複雜。根據資料，她擁有較為淡色的膚色，但

由於一滴血政策，仍被歸類為「非裔」，並因此面臨種族隔離制度的限制。在

職場環境中，凱薩琳的「非典型膚色」讓她顯得介於白人與非裔的既定範疇之

間；其被迫使用非裔專屬設施，例如廁所和餐飲區域，儘管她的膚色使她外觀

上與大多數白人並無顯著差異。這種制度性隔離與物理性的標籤化相結合，暴

露了種族歧視的根深蒂固：即使膚色接近白人，也難以擺脫社會對血統的偏見

與歧視。此外，NASA 內部種族隔離的實例突顯了這一點。根據凱薩琳的回

憶，無法使用白人同事的廁所使她每天需要穿越多個辦公區域，耗費時間與精

力。她的「白人化」外貌並未改變她被制度排斥的現實，這表明外觀與血統的

矛盾讓她成為種族標籤的受害者。 

凱薩琳的經歷揭示，膚色越是模糊，越容易使她陷入社會期望與偏見的夾

縫中。一方面，白人同事將她視為「外來者」，限制其職場自由；另一方面，

其外貌又可能使非裔群體對其「非典型性」產生距離感。這種模糊性實際上放

大了孤立感，使凱薩琳必須更加努力地證明自己的價值，以抗衡既有的偏見。

例如，根據訪談影片和歷史記載，凱薩琳必須在工作中一再展現卓越的數學能

力，才能獲得基於專業的最低限度尊重。她的成功被白人視為例外，而不是對

非裔女性能力的全面承認，進一步反映了膚色模糊性如何削弱個體在群體中的

代表性和身份認同。 

三、交織理論的複雜性 

交織性理論強調了種族與性別如何相互影響非裔女性的社會地位和身份認同。這一

理論由金伯莉・克倫肖（Kimberlé Crenshaw）提出，指出當單獨考量種族或性別時，無

法全面理解非裔女性所面臨的獨特挑戰（1991）。非裔女性的經歷並非簡單的身份相

加，而是多重身份交織所產生的複雜現象。例如，在美國社會中，黑人女性的聲音常常

被忽視，尤其在涉及到性別和種族歧視的討論中，她們經常處於邊緣地位。這種邊緣化

不僅使她們在民權運動中面臨性別歧視，也使她們在女性主義運動中遭遇種族主義。 

在電影中，三位非裔女性數學家凱薩琳・強森（Katherine Johnson）、桃樂絲・范恩

（Dorothy Vaughan）、瑪麗・傑克森（Mary Jackson）的故事深刻體現了交織性理論的核

心內涵。她們不僅因種族而受到制度性隔離，例如在辦公場所中被迫使用「有色人種專

用」的廁所和設施，也因性別被排除在關鍵決策會議之外，面臨來自男性同事的不信

任；這些挑戰的交互作用，加劇了其在職場環境中的孤立感與壓力。 

此外，交織性理論還揭示了血統與外觀在種族認同中的矛盾。凱薩琳的「非典型膚

色」雖使她的外貌接近白人，但這並未改變因一滴血政策被視為「非裔」的身份標籤，

也未使其免於制度性種族隔離的壓迫。這種血統與外觀的錯位進一步揭示了身份認同的

複雜性，顯現出社會對種族的簡化與固化標籤所帶來的偏見。而在許多文化中，膚色和

外貌標準往往以白人為基準，這使得非裔女性在尋求社會接受度時面臨額外壓力。對於

膚色較深的非裔女性來說，他們可能會被視為不符合社會主流美學標準，從而影響對其

之認同與地位，而這樣的外觀偏見也使得他們在職場和社交場合中遭遇更多挑戰：例

如，許多非裔女性在求職過程中因外貌而被受歧視，即使他們具備相應的專業能力

（National Archives，2016）。 

交織性理論揭示了非裔女性在種族與性別交互影響下所經歷的獨特挑戰。此挑戰不

僅來自於外部社會結構，也源於內部身份認同的矛盾。當非裔女性面對不同層面的歧視

時，他們的聲音與經歷往往被忽略或誤解。 

四、電影對於當代女權運動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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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電影透過三位非裔女性數學家的故事，也揭示了多元文化、包容合作、公平機會

與制度性變革對推動社會進步的關鍵作用；其不僅展現了個人如何在性別與種族歧視的

夾縫中奮鬥，亦強調了當代女性運動應從多層次視角出發，從個人努力到制度改革，共

同促成性別與種族的真正平等。 

（一）多元文化的重要性 

三位非裔女性數學家的故事展示了多元視角如何推動創新，促進整體組織的成

功。凱薩琳・強森的精確計算使得約翰・格倫的首次軌道飛行任務得以順利完成，

而桃樂絲・范恩與瑪麗・傑克森的專業技能也為 NASA 的其他技術突破作出重要貢

獻。這些例子突顯了不同背景的女性如何為高科技領域帶來新思路，並展示了多樣

化人才在組織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對當代女權運動而言，這強調了多元化的價值，

只有真正接受並利用多樣化的聲音和經驗，才能促進社會的持續進步。 

（二）包容對於合作的建構 

角色之間的合作精神和包容文化為當代女權運動提供了深刻啟示。哈里森主管

在得知凱薩琳的困境後，親自打破「白人專用廁所」的標示牌，象徵性地拆除了種

族隔離的制度障礙，並強調「在 NASA，我們尿的顏色都是一樣的」。這一舉動不

僅提升了團隊凝聚力，也為包容文化的必要性提供了深刻的註腳。包容文化的建立

需要系統性努力，從政策制定到組織文化的改革，必須確保所有人都能在公平和尊

重的基礎上共同工作。當代社會中，其實踐可以包括對多元聲音的接納、對歧視行

為的零容忍政策，以及在教育和職場環境中鼓勵跨文化溝通與合作；需能夠促進相

互理解，減少內部分歧，並形成更強大的共同體來挑戰制度性的不平等。 

（三）創造公平機會 

電影《關鍵少數》深入探討了公平與平等的本質區別。平等意味著給予所有人

相同的待遇，而公平則要求根據個人處境提供相應支持。主角們面臨的雙重歧視 — 

同時作為女性和非裔美國人— 凸顯了僅追求形式平等的不足。如在電影中，凱薩琳

必須跑數百公尺去使用「有色人種廁所」，這一實例顯示，即使非裔與白人獲得了

相同的工作機會，非裔女性仍因制度設計的阻礙，無法享受真正的平等待遇

（2024）。公平機會需要考量不同群體所面臨之特定阻礙，進而提供針對性的支

持；例如，在職場上，非裔女性常面臨晉升機會受限、薪酬差距和歧視性待遇，而

建立公平機會的關鍵在於創造客觀評估標準與制定針對性的政策，確保弱勢群體能

夠獲得所需資源與支持，以克服制度性障礙。 

（四）制度性變革 

電影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在於其對制度性壓迫的揭示與反抗。非裔女性不僅需應

對個人層面的偏見，更面臨制度層面對其身份的排斥；在當代社會中，制度性歧視

仍以隱性方式存在於許多領域。而其啟示在於，單靠個體奮鬥並不足以改變不平等

的現狀，推動整體制度的變革才是關鍵，意味著當代女權運動應聚焦於政策的制定

與改革，例如推動多樣化招聘政策、建立反歧視法案等，只有在制度層面確保公平

機會，才能實現真正的性別與種族平等。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透過分析電影《關鍵少數》深入探討非裔女性在職場中所面臨的多重挑戰，

研究結果顯示非裔女性確實面臨種族與性別的雙重歧視。在 NASA 等職場中，種族隔離

制度造成物理空間的限制，而性別歧視則導致其專業貢獻被低估。此外，研究發現「一

滴血政策」的實施——此使外表接近白人的非裔女性能無法逃脱種族歧視的影響。透過

交織理論的分析架構，本研究確認種族及性別身份的相互影響確實加劇非裔女性所受的

壓迫；同時，研究也指出，個人努力故然重要，但此無法徹底解決制度性的歧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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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進步需要從多元文化、包容合作等多個層面同時推進。 

二、建議 

基於研究發現，本文建議從多個層面著手改善現況。在政策層面，可建立更完善的

反歧視法規，特別關注於多重身份群體的權益保護，並推動職場多元化政策，以確保所

有員工都能獲得平等機會；在組織層面著重打造包容性文化，促進不同背景員工的交流

與合作，同時提供針對性培訓，提升管理層對多元文化的認識與敏感度，包括設立專門

的培訓計劃，幫助員工理解交織性理論及其在工作環境中的應用。而在學術研究方面，

建議加強對交織性理論的實證研究，開展縱向研究以追蹤制度性變革的長期影響，而此

將有助于深入理解不同身份交織對女性經歷的影響，以及如何有效地促進社會變革；在

社會層面，則需加強公眾教育，提高對多重歧視問題的認識，鼓勵跨群體對話，確保弱

勢群體的經驗與需求得到重視。通過社會活動、研討會及媒體宣導，促進跨群體對話，

使更多人理解非裔女性所面臨的挑戰及其貢獻。以上措施的實施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

力，包括政府、教育機構、企業等機構，才能逐步實現性別與種族的真正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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