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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科學文本中科學詞彙的歧義？ 

 

圖片製作：策略溝通辦公室 

【教科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陳世文】 

  科學家為了能夠精確詮釋與表達自然現象背後的理論知識，在科學語言論述上經常

需要創生出許多科學詞彙，幫助讀者能夠理解詞彙與概念之間精確的對應關係，但是科

學詞彙中經常出現一詞多義的現象，使得詞彙與概念之間的對應性產生分歧，造成讀者

對於精準理解與詮釋科學語義產生困擾，因此如何幫助讀者理解科學詞彙的歧義性是促

進科學語言閱讀理解需要重視與關注的問題。雖然科學詞彙具有一詞多義的現象，不過

在科學文本脈絡中也會蘊含某些解歧線索，這些解歧線索是幫助讀者理解詞彙歧義性的

關鍵元素，因此本文以「氫」一詞為例，根據系統功能語言理論對於對於語篇結構的觀

點來分析科學文本中科學詞彙歧義性的問題，並且探討解歧線索與解歧策略，幫助讀者

更易瞭解科學文本中科學詞彙的歧義性。 

  研究發現科學文本中的「氫」有四種歧義，分別是「氫元素」、「氫氣」、「氫原子」

及「氫元素符號」，其中最常表達「氫元素」的意義，其次才是「氫原子」與「氫氣」

次之，「氫元素符號」最少。而科學文本中蘊含了九種有助理解「氫」歧義性的解歧線

索，這九種解歧線索依據語篇結構的觀點可以分成六種解歧的語境類型，而讀者可以根

據這六種解歧的語境類型去解讀科學詞彙的歧義性。研究結果顯示科學文本中詞彙與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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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之間的對應性不如想像中來得精準，使得讀者在閱讀科學文本的過程中理解詞彙的意

義容易產生困難，因此讀者在閱讀上可掌握歧義詞彙的解歧線索並從語篇結構所鋪陳的

語境脈絡去理析科學詞彙的歧義性。最後本文在教育應用層面上，從教科書編輯與科學

教學上提供以下二點建議： 

一、科學文本編輯上應精確表達科學詞彙所指涉之科學語義 

  科學文本中科學詞彙的歧義性通常來自於編者與讀者之間對於語義認知的落差，而

這種落差主要來自於編者未意識到科學詞彙可能蘊含不同的語義，或是認為讀者應該能

夠瞭解其所要表達的意義，不過讀者通常是缺乏科學知識的科學生手，他們可能不易理

解科學詞彙所表達的精確意義。因此釐清科學詞彙歧義性的關鍵角色在於編者而非讀者，

科學文本編者應更精準地表達精確的科學詞彙，例如將「水是由二個氫與一個氧所組成」

寫成「水分子是由二個氫原子與一個氧原子所組成」，如此一來可使讀者更精確理解科

學文本詞彙所表達之科學語義。 

二、教師在科學教學上應幫助學生理解科學詞彙的歧義性 

  若是科學文本編者未意識或未敘明科學詞彙的歧義，科學教師應扮演協助讀者理解

歧義的鷹架角色，引導讀者辨明語句中可能蘊含之解歧線索，並從文本脈絡中去搜尋解

歧線索以識別科學詞彙的歧義性，以氫為例，研究發現文本脈絡中中蘊含九種解歧線索，

而這些解歧線索主要出現在同一語句的未知訊息結構之中，讀者到遇到歧義詞彙時，宜

從前述的語句結構去解讀其所指涉的精確意義，因此在科學教學上，身為專家的教師應

瞭解科學詞彙歧義現象，並引導學生採取適當之解歧策略，以幫助學生理解其所指涉之

精確科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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