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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態度與態度改變
一、何謂態度?

• 態度是我們對一個對象物，逐漸累加、擴增新的經驗記憶後，產生新
的評價標籤(取代舊的標籤)，但原有舊的記憶仍存在，所以有些時候
個人態度是矛盾或模糊的。比如抽菸，從同儕行為到可以減壓帶來愉
悅→抽菸傷身→三手菸比二手菸危害更大等。

• 態度：對特定的對象(人、事、物等)，帶有某種情感性的評價、立場，
包含認知、情感、行為意象→可能會有的行為反應。

• 顯性態度(清楚知道自己的立場及行為結果)

• 隱性態度(沒有覺察到自己不自覺地展現某些趨避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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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態度?

• 態度的功能：

1.工具性功能：表達、展現態度來得到獎賞或避免懲罰(如表達與重要
他人相同的立場或看法，讓對方高興等)

2.自我防衛功能：使用否認、反向、投射等防衛機制，如刻意對自己不
喜歡的人特別支持或友善。

3.知識功能：透過整理及增加對象物的認知架構來建立確認態度，如用
知識或教育方式來說服某人建立或改變態度。

4.價值表達功能：透過對各項態度的表現，反映個人基本價值，如隨身
攜帶環保袋、環保餐具及買二手衣物等，反映個人重視環保。

5.社會適應功能：透過態度表達來建立、維持與促進平順人際交往。



第六章~態度與態度改變一、何謂態度?

• 態度測量

1.直接測量：自陳式量表：五點量表(滿意度、同意度)、強迫二選一的偏好量表。

2.間接測量：投射法、行為觀察、非干擾性測量、生理反應、腦神經反應、隱
性態度測量等。

• 態度的形成：

1.認知系統產生：知識

2.基於情感產生：喜好、正負面情緒的制約

3.經由行為產生：認知失調會改變態度→做自己喜歡的事，喜歡自己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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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態度改變

• 說服的傳播者模式：注意、理解、接受、記憶

1.訊息來源：說服者的特色

專業性、可信任度、吸引力或喜歡程度→說服內容與被說服者的利益無關
者較有說服力(訊息涉入度)、睡眠效果、折扣效果等。

2.訊息本身特性：數量和品質(被說服者在意或用心的程度)、單面或雙面
訊息(被說服者的教育或知識程度)、恐懼訴求(強力恐懼及威脅+有效可行
因應措施)

3.訊息接受者特性：年齡、知識需求、自尊等

4.訊息表達管道：平面媒體可提供複雜的雙面辯證訊息，電子媒體如電視
適合提供簡短摘要的說服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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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態度改變

• 行為改變態度：

1.認知失調理論：認知間不一致或是認知與行為不一致，會有失調的感受，
適合解釋個體行為與其原有的態度不同時可能產生變化。

→改變已經做出的行為（困難，覆水難收）、麻痺、忽略失調感、改變態度

與態度不一致的行為條件：缺乏行為合理解釋、選擇行為的自由、不可更改的承諾、
預見行為後果、為行為後果負責、投入心力大。

2.自我知覺理論：個體觀察自己行為去推測自己的態度，沒有預先的行為
動機，適合解釋不重要、不清楚的態度，如試吃後購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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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態度改變

• 經由思考或習慣法則改變態度：

1.深思可能性模式：中樞途徑—事情與你有利害相關時，會有動機去
仔細思考，並產生自己論證想法；邊緣途徑—當你缺乏理解訊息的
能力與動機，在分心的狀態，或者事情不重要時，而依賴某些與說
服訊息有關的邊緣線索(如誰說的、那個人我喜不喜歡)做反應。

→動機與自我涉入：公開表態的承諾效果、議題與自身利益有關、說服反應會
受到他人評價等。

→適度干擾降低抗辯能力、過度干擾讓被說服者無法接受訊息

2.法則-系統模式：當人們有動機與能力去思考說服訊息時，會系統
化的蒐集資料與思考論證。反之動機不足則使用捷思法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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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拒絕改變態度

• 免疫理論：說服言論如同細菌與病毒會造成感染一樣，改變個人觀
點。但個體也會產生抗辯，如同身體免疫機構面對細菌與病毒入侵
時產生抗體。

• 阻抗理論：人不喜歡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因此會有一種不愉快的
感受，而從事被限制的行為可清除此種不舒服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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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態度與行為的一致性：

• 態度測量與行為是否屬於同一層次：態度的測量需要與其預測行為在行
動、目標、情境脈絡與時間等因素，在具體程度上屬同一層次，才有預
測性。也就是問題要夠清晰、範圍小及具體。

• 人格因素：內向、低自我監控性格者較容易出現不一致。

• 情境變項：人們會表現適應社會規範或順服外在壓力的行為，而不一定
是自我態度。

• 態度強度與易記取性：個人的經驗或獲得的訊息愈多、越熟悉、越習慣，
則越容易記憶者，態度則越強烈或越明顯。

• 態度對象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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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態度與行為的一致性：

• 態度預測行為：理性行為理論→計劃行為理論：

人們的行為意向，受到「對象物的態度」、「主觀規範與服從動機」、
「行為控制能力知覺」這3因素影響是否要做該行為的意向，但是行為是
否發生，則視當時情境是否許可而定；亦即態度是決定行為發生的一個
重要因素，但並不是唯一的因素。

總結：我們希望人們言行一致，個人態度之外，人們是否有能力達成目
標、旁人是否支持、對此事有多投入、環境是否有障礙等，都會影響一
個人如何將態度付諸行動。



輕鬆一下~

魔法少年賈修.mp4
魔法少年賈修.mp4


第四章 ~非語言溝通
一、非語言溝通的功能：

• 加強語言訊息：手勢或語氣都可以加強內容的情緒層面、重要性等

• 補充語言訊息：當語言似乎無法完整表達感受時，如口頭安慰再加上擁
抱對方(握對方的手等)，來「補充」對對方的支持。

• 取代語言訊息：動作、表情(無聲勝有聲)反映某種期待、想或不想溝通
的態度或個人狀態。

• 調整語言溝通的進行：在談話中，對方目光游移、東摸西摸、站起來向
門邊移動….對方可能對話題的不安不自在或想結束話題→核對狀態、調
整談話方式或內容或停止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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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見的非語言溝通管道及意涵：

• 目光接觸或凝視：通常代表對對方的善意、興趣、重視及尊重，相互凝
視更有一種親密感。

盯：位高者的視覺優勢行為，展現對情境的掌控感，被注視者會有表現
上的壓力感

瞪、怒視：感受到挑釁、攻擊或敵意

避開眼神：逃避互動的可能性、不安的反應

• 臉部表情：反映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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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見的非語言溝通管道及意涵：

• 肢體語言：

手勢：輔助說明內容。特定手是有特定意涵：比如

姿勢：顯示我們的情緒狀態、與他人的關係，及對情境的掌握度。

如：對對方有好感或覺得親近及自在：身體會微向前傾，也會有較多可愛
的小動作。對對方感覺不佳則容易不自覺後仰(疏遠之意)

雙方姿態的協調同步：戀愛或親密好友間容易出現，些微模仿對方動作也
可以帶來好感。

動作/舉動：用整個身體配合表現的特定行為：比如快步展現活力、主動
擁抱、握手展現熱情、攙扶展現助人等



第五章 ~非語言溝通
二、常見的非語言溝通管道及意涵：

• 觸碰行為：主動、堅定、速度及感覺，如握手、碰一下、拍肩、摸頭等。多半是為了表達親近及喜
歡的感受。但要注意觸碰的部位及持續的時間。關係不對等的情況下，多由身分地位或支配性較高者
主動，另一方則為順服地接受觸碰。1990研究：40歲以下異性戀伴侶中，男性較多主動觸碰行為來
確定及表達擁有關係；40歲以上女性藉由主動觸碰來表達關懷及維持關係。

• 人際距離：

1.親密距離(一隻手臂內)：約在50公分之內，夫妻、情侶、好朋友等之間，易有肢體的接觸，能聞到對
方的體味也方便講悄悄話。

2.個人距離(兩隻手臂內)：朋友之間的互動，約50~120公分之間，與熟識朋友距離近些。

3.社交距離(兩隻手臂以上)：約125~350公分間，個人感情無關的互動溝通情境，如討論公事時，長官。

4.公開距離：約350~750公分之間，此公開距離中的互動通常相當正式，如演講中，關係

正式而疏遠。

5.性別差異：女性與他人(男或女性)的人際距離小於男性與男性間的距離。原因是女性一般而言，是較
友善且較易與他人相處、威脅性小、較樂於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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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見的非語言溝通管道及意涵：

• 聲音線索：語速、語調、音量、流暢度、口音、口吻等。

• 衣著打扮：顏色、款式、乾淨、與年齡及所出席的場合適配性，突如其

來的變化反映狀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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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語言行為基本解讀向度：

• 接近程度：接近喜歡或逃避不喜歡的反應。

• 喚起程度：越在意、情緒越強時會出現更多頻繁非語言訊息，如眼神注

視、語調變化、身體動作等。

• 優勢程度：互動雙方的相對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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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欺騙的偵測

欺騙的線索

• 瞬間即逝的表情：臉部表情是最容易控制的。

• 聲音線索的變化：音調會提高，結巴與停頓次數會較多。說到一
半又開始重說的情形。

• 目光線索：不安定的眼神，眨眼的頻率也會較平時高，而且瞳孔
會有放大情形。

• 訊息之間的不一致：表達對我們有好感，但當我們靠近時，他卻
不自覺地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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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語言溝通能力的差異

• 自我監控程度的高低：時時監控自己的行為，配合情境或他人期待的
特質。高度自我監控者較能控制及調整自己的非語言訊息。

• 性別差異：一般而言，女性在互動上情緒較為坦白清楚，也較能辨識
及使用非語言訊息傳達自己的感受及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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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增進非語言溝通的品質

• 同時接收來自多重管道的訊息：臉部表情的訊息最不正確。

• 多方面觀察對方行為：長期互動則可多觀察對方在不同情境場合中的
非語言行為，若對方行為表現的意涵不是很清楚時，甚至可嘗試與對
方討論，澄清行為的真正意涵。當累積相當程度的觀察經驗後，將有
助於理解彼此的非語言行為，更可使兩人在互動時，更加愉快順暢。

• 同理心：敏銳度、設身處地去關心及理解

• 注意相關情境：在不同的場合或文化下，可能有不同的意涵。加入相
關情境的考量，才能傳送出最適切的非語言訊息，也才能對接收到的
訊息做最正確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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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響人際吸引的重要因素

• 個人感受到的親和需求：有個別差異，高親合需求的人較主動製造與
他人互動的機會，較不喜歡獨處、較積極維持與他人的關係，且盡量
避免衝突。

親和動機包括：藉由與他人互動得到樂趣、感受興奮愉悅的氣氛；展
現自己的能力或才華、得到他人注意及肯定；遇到挫折或失意時能有
他人鼓勵、安慰或支持等情緒陪伴；對自己處境不確定或不安時能有
他人提供其他訊息比較等

情境提升親合需求：面對不安時、焦慮或恐懼時會想和相似處境的人
在一起，但未必會願意和不同狀況的人相處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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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響人際吸引的重要因素

• 時空的接近性：近水樓台先得月

即時回饋：互動機會較易增加，互動過程若能相互分享及分擔壓力，好感自
然增加→好朋友、伴侶。

單純曝光效果：當重複接觸某個特定的人事物之後，對其正向的評價或好感
也逐漸增加的一種現象(前提是第一印象不能太差)。

• 能力：有優秀能力的人引人欽羨，但太完美容易讓人覺得高不可攀，多方面
表現好但有小缺點的人更讓覺得可愛、易親近(較像一般人)。

• 外貌的吸引力：欣賞美麗是本能、有些客觀標準也有個人主觀或情境因素影
響。美貌的人通常被認為是聰明、成功、有自信、有社交技巧及適應良好等
刻板印象、美貌反應健康(生物演化觀點)、和美貌的人再一起提升自己評價
或產生相反對比效果。美貌的代價：不穩定的自信(被說花瓶)、得努力維持
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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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響人際吸引的重要因素

• 相似性：外貌、背景或外在條件吸引力相似的人容易彼此吸引，夫妻
臉、名當戶對。價值觀、態度的相似是影響人際交往最大因素。

排斥假說—態度相似並不會產生吸引力，而是態度不相似會造成排斥，
使得吸引力下降。

吸引力的兩階段模式—先排斥態度與我們非常不相似的人，然後在態
度與我們差不多的人中，尋找態度最相似的人發展友誼。

• 需求的互補：一開始會因為能互相滿足，如依賴對上霸氣擅長照顧的
人，但時間久了容易產生衝突甚至變成無法忍受的缺點。

• 喜歡與被喜歡：接受到善意及喜歡可以相同回應，則達到平衡狀態，
否則會變成壓力或騷擾。從不喜歡到喜歡→倍受肯定，喜歡到不喜歡
→更加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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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密關係的建立

• 愛情的本質：喜歡和愛情的區別~

喜歡是我們覺得對方值得尊敬、聰明、可信任及其他正面特質等。

愛情包括3種感受：關心(願意為對方做任何事)、依附(和對方廝守)、親
密(親近及能分享內在深處感受)。

• 愛情的型態

狂熱式愛情：一種整個心思幾乎都被另一個人佔據的強烈情緒狀態

友誼式愛情：並不伴隨著極大的情緒起伏，也沒強烈獨占對方的心態，
帶給人是一種溫暖、親密和會心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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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密關係的建立

• 愛情三元論：愛情三角理論—強調愛情包含承諾、親密及熱情3種重要
成分，因組成成分不同，可分為七種不同的愛情型態。

親密(喜歡)

承諾(空虛的愛)熱情(迷戀)

親密+熱情
(浪漫愛)

親密+承諾
(友伴愛)

熱情+承諾
(虛幻愛)

親密+熱情+承諾
(完美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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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密關係的建立

• 不同依附類型的愛情

安全依附：能信任對方，關係較為穩定及長久，對愛情較為正面。

焦慮依附：情緒起伏大、容易嫉妒、不信任、容易戀愛也容易失戀。

逃避依附：不相信愛情，不太願意和人有太多牽扯、避免和人建立深
刻關係。

• 伴侶的選擇：繁衍後代的擇偶策略

男性：外貌吸引力、年輕、無性經驗?(1989研究)

女性：有經濟基礎、上盡心且勤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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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親密關係中常見的問題

• 溝通出問題：批評、輕蔑、防衛、沉默

• 厭煩感的產生：無趣

• 不相似：態度價值觀的不相似，生活中各種磨擦增加，能夠分享的事
物愈來愈少，甚至會懷疑對方，或者是對方根本沒改變，而在關係之
初並未真正了解對方。

• 不能原諒：關係中的錯誤，包括忘記對方交代的事、欺騙隱瞞、出軌、
家暴等→問題行為和人畫上等號全盤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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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親密關係的終止

• 關係本身的吸引力：這段關係裡的各種快樂滿足，包括經濟、性、情感上的
需求，扣掉不能獲得的滿足及不快，是否還能維持正分?

• 分手的障礙：家人反對、孩子、歧視、經濟問題等。

• 其他關係的吸引力：是否有其他可能的關係可以選擇及滿足需求?包括第三
者、可支持的親友。

• 關係中的公平性：過度獲利者有罪惡感、付出多得到少者有憤怒及委屈。

• 可能的因應：表達、離去、忠實等待、忽視。偏陰柔特質者(體貼、溫柔、溫
暖、注重人際和諧)較容易主動謀求解決→嘗試表達溝通，一時無法解決則採
忠實等待，陽剛(尤其是攻擊、傲慢等特質者)較易以離去或忽視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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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親密關係的終止
• 分手之後的反應：

主動提出分手的一方，較有罪惡感，但較不沮喪、較快樂、較快恢復
正常生活作息；

被動接受分手的一方，較悲傷、孤獨、憤怒、罪咎、懊惱，男性痛苦
感更強，反應更為強烈，可能有報復心態甚至是行動(恐怖情人)。

兩人原本親密關係與相互依賴性愈高，衝擊愈大，愈感悲傷痛苦，難
以平復。

• 回復日常生活：個人的復原力、社會支持系統、是否願意求助等

• 分手後要當朋友嗎?好聚好散，祝福自己、離婚父母共親職



下課前，大家都還在嗎?

• 期中報告11/3公告(有三個題目)

• 沒有在期中題目公告，但大家要加第四題：請自評這兩次上課的投入程
度(1-10分)，第一次及第二次各打一次分數。

• 註：期中作業沒有加自評就沒有出席分數喔，我會視為這次上課缺席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