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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作 社会 言学的 点之一，男女 言的特点和差异越来越受到国内外 言研究者的关注并得到不少成就。其研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为为 为为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为为为为 为 为究几乎涉及到 言的各个方面，然而， 用社会 言学基本理 影 中的性 差异并 越南 生交

为 为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程 中的性 因素 行研究是一个新的 角。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为 为 为为为为 为为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本 文基于社会 言学理 研究的成果， 中国 影《 》 中的性 差异 行分析。主要分析了男女在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为 为 为为为为为 为 为为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为 为为为 为 为 为言 用方面、遵守或 背合作原 、礼貌原 的差异。同 ， 越南 生交 程中的性 因素 行 、分析。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大学生更好地理解男女 言的特点及交 政策的差异，从而提出一

为为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为些提高 用水平以及跨性 交 能力的建 。

为为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为为 为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果 示，由于社会的 展、 代的 化、心里的 化等因素， 代 的 言性 差异存在着不太明 的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为 为 为 为为 为为 为 为 为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为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差异。 代的女性比 的更有 言 并掌握 言 ，打断的 率高于 去的。女性 用咒 的 率高于男性。男性

为 为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为为为为 为 为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为用 程度副 的 率高于女性等等。与其同 ，越南 生交 程中也存在性 差异 象。最明 的就是在

为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为为 为 为 为为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为 为为 为 为 为为方 面以及女性比男性更多 用丰富、 感情的 。正是因 性 的差异，交 失 的 象的常 的

为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 为为 为为 为为 为 为 为 为原因主要是因 意 不一致、 解 方的意 等。因此，明确地理解 言性 差异是跨性 交 失 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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