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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虛擬實境與沉浸式敘事於降低 
男同志偏見與提升同理心之初探

王大維 *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目的：多元性別（LGBT）族群在臺灣社會中仍經常遭受偏見與歧視對待，過往許多心

理學研究都致力於找出有效降低偏見的介入策略，其中由 Gordon Allport（1954）所提出

的「接觸假說」（contact hypothesis）得到許多實徵研究支持，亦即若與外群體有個人接

觸經驗，偏見可能會降低。研究也發現同理心愈高者、偏見也可能愈低。這樣的觀點與

近 20 年全球逐漸盛行的一項運動—真人圖書館的理念非常類似，透過弱勢、被邊緣

化的族群現身說法分享其生命故事，其經驗宛如一本書，讓聽者或讀者可以擴增視野與

感受，進而達到偏見降低與同理心提高的目的。本研究即在落實此想法，並加入虛擬實

境（virtual reality [VR]）的新科技，讓這類介入不一定要透過面對面接觸就能達成。

方法：研究者根據接觸假說與真人圖書館的理念，發展虛擬實境影像的介入課程，

影片由一位男同志擔任主角，面對 360°全景相機鏡頭自我敘說其生命故事，拍攝成

沉浸式的 VR 影片。實驗研究採單一組別前後測設計，由 24 位參與者戴上 VR 頭盔

觀看影片，並記錄前後測的測量。

結果：觀看完男同志自我敘說 VR 影片後，全體參與者對男同志的偏見顯著低於前

測、特質同理心則顯著高於前測。此外，研究參與者在觀看影片後，對男同志主角

也持有高度的情境同理心。本研究結果可提供未來欲透過真人敘事與虛擬實境來發

展性別平等教育及相關諮商輔導介入實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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