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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學 4~6章
謝明璋(秘密花園諮商所-臨床心理師)

想想看

•有哪些非語言溝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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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非語言溝通

•非語言溝通是什麼？
• 1.加強語言訊息。

• 2.補充語言訊息。

• 3.取代語言訊息。

第四章-非語言溝通管道及意涵

• 1.目光、表情。

• 2.肢體語言(手勢、姿勢、動作-整個身體)。

• 3.觸摸行為(握手)。

• 4.人際距離(親密50cm、個人50-125cm、社交125-350cm、公
開350-750cm)。

• 5.聲音。

• 6.衣著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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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非語言溝通-目光

• 目光接觸或凝視。
• 1.常凝視代表喜歡和善意。

• 2.視線的逃避也可以代表著避免互動的動機。

• 3.瞪視：有時會聽到有人看了他人一眼，而被攻擊的事
件(因為瞪視容易引發不適)。

第四章-非語言溝通-臉部表情

• 六種基本情緒表情的臉孔，具有跨文化特性。
• 看圖猜看看。

• 但即使是基本的情緒表情，還是有著文化差異，判
別的速度和準確性會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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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圖猜看看

非語言行為的基本解讀

• 1.接近程度。

• 2.喚起程度：感受到的強烈程度。

• 3.優勢程度：雙方的相對權力關係-放鬆或拘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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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騙的偵測

• 1.需要結合多種來源訊息管道。

• 2.聲音線索(音調、速度、結巴、停頓)。

• 3.目光線索(眨眼頻率、瞳孔大小)。

• 4.訊息之間的不一致(語言和非語言的不一致)。

非語言溝通的能力差異

• 1.自我監控程度高低：會時時監控自己行為，以配合情境或他人期待
的傾向。高自我監控者有較強的非語言溝通能力。

• 2.性別差異：女性在表達及解讀非語言能力上比男性優秀，有研究指
出可能與社會角色有關，女性多擔任照顧者，需較友善，強調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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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非語言溝通

• 1.留意不同管道的訊息。

• 2.多方面觀察對方行為。

• 3.發揮同理心。

• 4.注意不同情境。

體驗時間

• 比手畫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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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 什麼樣的人比較容易讓他人喜歡？

第五章-人際吸引力與親密關係

• 影響人際吸引的重要因素(一)：
• 1.感受到的親和需求程度

• 個體差異：如果有一段假期，妳會希望怎麼度過，不受他人干擾，安靜度過，還
是安排一些和家人朋友的聚會。和同事意見不合，關係變疏遠，妳會想順其自然
還是想辦法改善？後者可能是親何需求程度較高的人。

• 情境差異：在處境悲慘時，會格外想找處境一樣悲慘的同伴，為的是進行社會比
較，想了解他人的想法和反應，以及自己的反應是否適當。

• 2.時空的接近性(即時回饋、曝光效應-第一印象不能負面)。

• 3.能力(優秀但還是會出錯，與人的距離會較近。平庸又犯錯，評價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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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人際吸引的重要因素(二)

• 4.外貌(美貌常跟聰明有人緣放在一起，但自尊會較不穩，怕老怕胖)。

• 5.相似性(門當戶對，有助於戀愛關係建立。外貌匹配關係較持久，易結為伴
侶)。

• 6.需求的互補(依賴與照顧、支配和順從)。

• 7.被他人所喜歡(平衡理論：喜歡保持平衡，若有人喜歡我們，通常會喜歡回去，
以保持平衡-伸手難打笑臉人。研究發現：1.討厭到喜歡，有區辨有獲得，會讓
人更喜歡。2.從喜歡到討厭，有區辨，有失去，會讓人更討厭-衝擊更大)。

第二節-親密關係的建立(㇐)

• 1.愛情的本質：想一想-喜歡和愛情的區別。

• 尊敬、關心、依附、親密。

• 2.愛情的型態。

• 狂熱式：類似一夜情，快速強烈但不長久。友誼式：慢慢了解，願意彼此分享，
較不會過度理想化，關係較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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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關係的建立(二)

• 3.愛情三角理論：親密、熱情、承諾。

親密關係的建立(三)

• 依附關係：嬰兒和母親(主要照顧者)的情感連結。
• 早期建立的依附類型會影響個人在不同人生階段的人際互動方式。

• 試看看，符合你的描述。
• 1.對我而言，與人親近不難。我能安心信任他人也能讓他人信賴我。

• 2.我想和他人親近，但他人不見得如此。我常擔心我的伴侶不是真心愛我，不
想待在我身邊。

• 3.對我而言，與他人親近會讓我感到不太舒服，我覺得很難完全信任他人，也
不能依賴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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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關係的建立(四)

• 不同依附類型的愛情。
• 安全依附-可較長久的交往。

• 焦慮依附-交往時間較短。

• 逃避依附-避免交往。

• 若願意吸取交往經驗，修正和伴侶的互動方式，也可能找到維持幸
福的方法。

親密關係的建立(五)

• 伴侶的選擇-

• 1.演化論：男-要女性外貌佳。

女-要男性有經濟能力。

在預算有限時更明顯，但若預算多時男女差異不大，會增加更多的

擇偶標準，像是覺得聰明、才智、仁慈都變得重要。

• 2.當女性經濟條件好，也較在乎男性外貌，經濟較不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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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親密關係中常見的問題

• 1.溝通出現問題：

• (1)男女差異：平時-男生較直接、女生較間接。出問題後-男性變得較間接退縮、
女性變得直接。

• (2)歸因模式：關係增進-負面行為外在歸因，正向行為內在歸因。

苦惱持續-負面行為內在歸因，正向行為外在歸因。

• (3)惡質的態度：批評(非針對事件，涉及人身攻擊)、輕蔑、防衛(認為自己才是受害
者，攻擊對方)、沉默如岩。

親密關係中常見的問題

• 2.厭煩感的產生：長期親密關係固定的互動模式，可減少摩擦衝突，
但一成不變易厭倦。因此可一同參與新奇、興奮的活動。

• 3.不相似：感情一開始受外表、社經地位的刺激影響，第二階段則是
態度價值觀的考驗，最後則是角色階段，強調是否能滿足對方的角
色期待。相似的價值觀，較能通過時間考驗。關係中的不相似，可
能來自於成長的不同步(是否進修等)，態度調整能化解不相似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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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4.不能原諒

• 2.易新仇舊恨一起，
導致關係不佳。

• 3.不當行為和個人做
區隔。可不贊成對方
的不當行為，但仍可
肯定對方的一些正面
特質。

感情中的原諒

• 1.原諒並非無限的接受，而是可以談原則、條件。

• 2.善意解釋，不惡意批評，培養共同興趣，有機會克服厭倦感。

• 3.與伴侶同步成長，在個人能接受的範圍內適度原諒對方，更能天長
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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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親密關係的終止1

• 1.關係本身的吸引力(經濟、性、情感-正向感受變少，負向感受變多)。

• 2.障礙(投資越多，越不易分開)。

• 3.其他可能關係的吸引力(提供的需求滿足、吸引力越高，越容易結
束原先的關係)。

第四節-親密關係的終止2

• 1.可能的因應方式。

•

有意維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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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親密關係的終止3

• 2.分手之後的反應：

• 男性較不願和前任保持朋友關係，女性較可以。

• 2人越親密，關係瓦解時，衝擊越大。

• 主動分手者較有罪惡感，但較不沮喪，恢復較快。

• 被動分手者較悲傷。若是男性，痛苦感更強。可能是因為在傳統的性別認知中，
男性會被強調具有權力與關係主導權。其被分手後，反應可能較強烈，有機率
成為暴力情人。

第四節-親密關係的終止4

• 3.回復日常生活：

• 分手的恢復與社交支持網絡有著密切關聯。

• 女性恢復較快，因其較願意主動尋求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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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態度與態度改變

• 對於人、事、物抱持的看法或想法。

• 1.記憶基礎論者：針對各態度對象物，持有穩定持久的記憶，各自存
檔。當有新記憶時，舊記憶並未消失，只是貼上新的標示。

• 2.建構論者：態度是認知建構的產物，人們在有需要時對態度對象物
產生評價。不需要有穩定的傾向，強調態度是對當下環境的即時反
應。

顯性與隱性態度

• 顯性：以前早期對於女性、原民、弱勢族群的刻板偏見。

• 隱性：後來時代改變，這樣的偏見不對，而轉成隱性，但無形中會
出現。像是交友、員工選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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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人格與價值

• 人格：長期穩定，不易改變(內外向)，沒有具體對象。

• 態度：評價傾向，可長期或短期，可改變，有一定的對象(手機)。

• 價值：單一信念(審美觀、實用性)，超越固定的物體與情境，是一種
準則。

態度的種類

• 1.工具性功能：表態可以獲得獎賞或避免懲罰。

• 2.自我防衛功能：要保護自己(補習班或營養品會使用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的廣
告標語，為的就是喚起父母擔心自己會輸給他人的自尊感受，以達成目的)。

• 3.知識功能：商品廣告中常見的是會教育消費者某產品具有的功能(洗髮精、藥品)。

• 4.價值表達功能：對各種對象的態度表態，反映個人基本價值(例如怎麼看太陽能
熱水器，垃圾是否要分類，代表了環保等價值觀)。

• 5.社會適應功能：透過態度的表達來建立、維持與促進平順的人際交往(例如穿戴
有團體符號的衣物，參與團體活動表達對團體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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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的測量方法(上)

• 直接
• 1.自陳式單一項目測量(一個題目或問句，直接回答)。

• 2.多項題目組成的態度量表(多個題目組成)

• Likert量表-XX黨是最適合執政的政黨：非常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 語意分析量表-請勾選數字，對XX政黨的感受：2好-----1-----0----－1-----－2壞

• 重點在人們能否誠實回答個人想法和感覺。

態度的測量方法(下)

• 間接
• 1.掩藏自陳式：投射法。

• 2.行為指標：非語言行為指標。

• 3.非干擾性測量：遺失信件法。

• 4.生理反應測量：膚電、瞳孔、肌肉等反應。

• 5.隱性態度測量：以畫面、文字針對反應的快慢作分析-黑美、黑醜。

• 6.腦神經反應。近期研究發現對黑人的負面態度來自於黑人較會違反社會規範，
而非種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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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的形成

• 基因：部分。

• 社會互動：主要。

• 經由認知形成的態度：理性評估會獲得的好與壞，再產生態度。

• 經由情感產生的態度：對候選人的喜好度而不是理性分析。

• 經由行為產生的態度：因為行為產生態度，或改變態度。

態度改變的理論與研究

• 說服：注意→理解→接受→記憶。

• 四種類別因素會影響上述的學習歷程：
• 一、訊息來源-

• 1.專業性(專家)。

• 2.可信任度(與個人利益相反的立場、論點，他人較容易信服) 。

• 3.吸引、喜歡程度(外表美麗的說服者)。

• 4.訊息涉入度(與自身利益有關的內容時，前一個的效果會失效) 。

• 5.睡眠效果(隔一段時間後，大家會忘記是誰說的話，當只記得話時，效果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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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改變的理論與研究

• 訊息本身-

• 1.數量與品質：量多有一定效果，不一定有品質。量少有品質，效果會不錯。

• 2.單面訊息或雙面訊息：僅強調某一個訊息的優點：對低學歷者較有效。強調
某一個訊息的優、缺點，對於高學歷者較有效。

• 3.恐懼訴求：過於恐懼的訴求，他人會防禦、拒絕、反彈。恐懼的訴求若搭配
可行的解法，配合度會提高。

態度改變的理論與研究

• 訊息接受者特色-

• 智力越高者，有個人想法，不易說服。

• 智力越低者，不能理解說法，也不易說服。

• 訊息表達管道-低認知者，受新近訊息影響最多，因較少思考。高認
知者受初始效果影響較多，因為聽完舊跟新訊息後，進行思考辯論，
得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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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改變

• 認知失調理論：當行為和態度不同時，會失調。

• 通常有三種方法減除失調：
• 1.改變已做出的行為，但不太容易。

• 2.依賴藥物、酒精使人們麻痺與忽略失調感。

• 3.改變態度與行為一致。

拒絕改變態度(上)

• 一、免疫理論：

• 韓戰時期被中共俘虜的美軍，經過中共洗腦後，有些人公開批評美國，並
志願留在中國(遇到從來沒聽過自己所深信真理的批判，容易被說服)。類似
未接種疫苗的情況，若曾聽過批判言論，就有抗辯的能力。

• 民國早期、中期、近期的人們。早期的人們常吸收要解放同伴、漢賊不兩
立，我們才是正統的中國人等資訊。當時有許多人對中國有著美好的想像。
因此對於目前中國的消息較會全盤接收。

• 後來開始出現精省、民選總統，不再以統一中國為目標成長的人們，較不
相信中國的片面話語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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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改變態度(下)

• 阻抗理論：越禁止越想做，倒不如好好的討論、告知有什麼取代的
方法，較能減緩行為的慾望。因為人是具有思考能力的。

結語

• 態度與個人價值觀、獲得獎賞、壓抑慾望等事件有關。

• 許多態度是藉由酬賞來建立的，態度很多是學來的，但也可以被改變。
• 與自身有關的議題，人們會較理性認真的思考。

• 不重要的事物，則較依賴感受、經驗判斷。

• 個人能否將態度付諸行動，要考量到是否有能力達成，他人是否支持，個
人有多投入，環境中是否有障礙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