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心理學 7~9章 

謝明璋(秘密花園諮商所-臨床心理師) 



想想看 

•何謂助人行為？ 



第七章-助人行為 

• 社會生物學 

• 本能反應，存在於我們的基因之中。 

 

• 學習論 

• 學習的結果，基於利己的考量。 

 



助人的基本動機 

• 同理心-利他假說。 

• 能對他人的感受及情緒感同身受。想使對方的狀況改善，並無任何自我因素的
考量。 

• 同理心越高者，越願意幫助他人。同理心較低的人，幫助的可能性也較低。 

 

• 負面狀態解除模式。 

• 看到他人受苦，引發我們的悲傷情緒。為了讓自己好過一些，所以會去幫助他人。 

• 以此角度則是自利的考量，而非利他的動機。 

 



影響助人行為的情境因素 



影響助人行為的情境因素 

• 1.注意： 

• 有無時間會影響助人行為是否出現。 

 

• 2.對事件的解釋： 

• 人多時會觀察他人的反應再做反應，此時不反應的可能性會提高。 

 

• 3.做出決定。 

• 招致不利的結果：看到被霸凌，會思考若協助是否會變成下一個受害者。 



居住環境的影響：來自小城鎮的溫暖 

• 人口越多，助人行為越少： 

• 1.刺激過多無法顧及他人。 

• 2.人種、文化多元、差異大，不易理解及同理。 

• 3.流動低的社區，有較多認同，較能同理和助人。 

 

• 集體和個人主義的文化，助人行為出現比例未差太多。 

• 後面章節有更多的討論，研究發現集體主義文化更傾向幫助自己人，而不願幫
助外人。 

 



社會階層：擁有的越少，付出的越多 

• 可能會以為有錢人會更願意幫助他人，但研究發現相反。 

 

• 低社會階級，較能同理、體會他人的辛苦。 

 

• 助人者或許較多有受苦經驗，而想幫助他人。 



影響助人行為的個人因素 

• 同理心 

• 同理心除了可由情境引導提高，也是一種個人特質。 

• 高同理心，情感較豐沛，能以他人角度思考，較易幫助他人。 

 

• 道德理解層次 

• 道德理解層次越高，越不受世俗標準影響，助人行為越明顯。 



影響助人行為的個人因素 

• 性別差異 

• 男：多在急難狀況底下，幫助陌生人。 

• 女：多幫親人、老人、小孩。 

 

• 正向情緒狀態與助人行為 

• 好心情助人行為較多：1.認為他人是善良的。2.心情好，幫助他人若可以延長
好心情則更樂意。3.若助人結果可能中斷好心情，助人行為會快速下降。 



影響助人行為的個人因素 

• 負向情緒狀態解除 

• 1.當看到他人身陷困境，心懷不忍有悲傷的情緒。為了消除此情緒，會去幫助
他人)大家不一定都會如此)。 

• 2.焦點在自己身上(沉浸在個人的痛苦)，較無法顧到他人。 

• 3.焦點在他人身上(地震導致流離失所)，助人行為較易出現。 

• 4.有極大代價或困難的助人事件，不論是正向或負向情緒，都無助於助人行為
的提升。 

 



受助者的特性(上) 

• 一、外貌。 

• 二、與我們相似的人 

• 1.有助於相同基因繁衍。 

• 2.越相似越能同理他的感受，越可能幫忙。 

• 3.種族較會跨越幫忙，怕被說歧視。 

• 4.與我們相似的好友，怕被同儕超越，幫助不一定會比較多。 

• 5.陌生人，有時我們反而較願意給他們幫助。 



受助者的特性(下) 

• 值得幫助的他人 

• 1.遇到地震、天災、遺傳、手術感染等不可控因素導致的悲慘處境，大家更願
意出手幫助。 

• 2.若是個人因素造成的，例如闖紅燈或是危險性行為導致的AIDS，需要輸血時，
大家的幫助比例會降低。 



助人的方式 

• 他人受難，會喚起我們的緊張、不適感。 

 

• 要怎麼消除這感受 

• 1.酬賞：他人獲得幫助，脫困。 

• 2.代價，如下圖。 



助人代價分析表 



受助者的反應 

• 一、公平理論 

• 1.受助者會希望能回報助人者，否則會有低人一等的感覺。 

• 2.可能出現憎惡自己或是助人者的感覺。 

• 二、威脅自尊模式 

• 1.相似者(同輩)在重要事務上提供協助，威脅較大，且不愉快。 

• 2.不相似者(前輩)則相反。 



小結 

• 1.工作求助過多和過少，表現通常都比較不好。 

• 2.適度求助，表現較佳，尤其要求助該問題的專家。 

• 3.自發性的幫助(我幫忙是因為我喜歡這麼做)，非被控制性的幫助(我
若不幫忙，就好像是一個壞人)時，助人者較快樂，受助者較幸福。 

• 4.建立一個互助的社會-助人 

• 1.和基因及教育有關。 

• 2.常引導他人站在別人的角度思考，更有機會產生助人行為。 

• 5.若不願意受人幫助：可調整想法，目前暫不如人或無法回報，但以
後成長時也能回饋他人，指導他人，此時較能接受他人的幫助 



第八章-攻擊 

• 攻擊的分類與理論： 

• 1.挫折-攻擊理論與嫌惡刺激理論。 

• 引發嫌惡的刺激，導致負面情緒出現，並有打或逃的反應。 

• 2.社會學習理論與社會認知理論。 

• 暴力是會被模仿，學習的，如家暴、暴力電玩、電影、影片等等。 

• 看越多，有越多的認同及幻想、行動。 

• 3.自我耗竭理論。 

• 耗能過多以後，自我控制力會下降。 

• 攻擊行為會變多 



攻擊的分類與理論(續) 

• 4.普遍性情感攻擊模式 

• 攻擊的出現：1.是否有誘發環境。 

•                         2.個人特質。 

•                         3.個人的價值信念。 

• Ex.恐怖分子：(2)自戀與他人讚賞。(2)長期負面、(2)憤怒。對暴力冷感。(3)認
為世界不公平。(3)認為恐怖行動是正確的。 



生理因素在攻擊行為中的角色 

• 1.特定腦區的刺激雖會增加攻擊性，但仍會判斷是否能攻擊。 

• 2.低生理興奮度： (1)暴力時生理反應低，不容易有負面情緒，較能
執行攻擊行為。(2)想有高刺激活動，讓自己保持興奮。 

• 3.血清素濃度較低：容易不適，有衝動攻擊行為。 

• 4.雄性激素：睪丸酮高，攻擊行為也較高。 

• 5.個性：暴躁，環境排斥，更多敵意與攻擊行為出現。 

•                平和，易被接受，挫折攻擊可能也較少。 



環境因素在攻擊行為中的角色(上) 

• 1.物理環境因素：溫度、濕度、噪音與擁擠。 

• 讓人不適的環境，越容易有攻擊行為，為了紓解不適感。 

• 2.物理環境因素：武器效果。 

• 增加與攻擊有關的想法。 

• 3.社會情境因素：社會拒絕。 

• 會引起攻擊的可能。 

• 4.社會情境因素：挑釁與報復。 

• 受挑釁會想回擊，但若事前知道對方狀況，有緣由就比較不會那麼憤怒。 



環境因素在攻擊行為中的角色(下) 

• 5.社會情境因素：觀看媒體暴力的影響。 

• 幼年看越多，長大後的暴力行為越高。 

• 看完暴力相關影片，可能對暴力行為反應較冷漠，較不友善，較易出現暴力行為。 

• 暴力電玩會讓人學到以暴力解決問題的基模、腳本與價值信念。 

• 6.家庭教養因素。 

• 嚴厲體罰加上忽視子女的需求：常導致子女成為虐兒的父母。 

• 文化的不同，有時也可以調節體罰與攻擊的關係，在允許體罰的文化中：適度不
嚴厲的體罰，可降低攻擊行為。 

• 7.情境與角色。 

• 環境(軍隊、監獄)易使人腐敗，變暴力。需有監控與受訓。 



個體內在歷程因素在攻擊行為中的角色 

• 1.情緒感受與生理悸動：亢奮狀態。 

• 2.認知與歸因： (1)敵意歸因偏誤，易將他人行為歸類為有敵意。(2)

重視榮譽文化的男性(中南美洲、拉美文化)，易有較高的攻擊行為。 

• 3.解除自我抑制攻擊：酒精(降低自我抑制，看到酒瓶、廣告也可以
產生類似的效果。Ex.用毒)與匿名性(去個人化)，會增加攻擊性。 

 



家庭及妨害性自主暴力 

• 對象：1.親子暴力。2.配偶施暴。3.追求對象、陌生人。 

 

• 家庭暴力與其影響因素：西方多是父母對子女暴力的研究，少有下對上的
部分，可能是與長輩同住者少。 

 

• 對子女暴力的類型：1.身體凌虐。2.性侵害。3.忽略生活照顧。4.忽略情緒。
5.心理凌虐(言語)。 

• 發生原因：1.社會文化(接下一頁)。2.管教者特質。3.受虐者特質。三方互動
的結果。 



家暴發生原因(續) 

• 社會互動方面：貧窮與居住環境擁擠帶來的挫折感，常搬家與他人
隔離，施虐不易察覺。 

 

• 台灣的文化：父母對子女有管教及生命支配權的想法，和玉不琢不
成器的嚴教觀。 



家暴發生原因(續) 

• 管教者特質：1.幼年曾被凌虐。2.情緒困擾。3.藥物濫用。4.過於年輕或單
親。5.缺乏管教技巧。6.控制孩子的需求。7.缺乏責任感(外遇、棄養)。 

 

• 受虐者特質：1.有過動、衝動，不好管教。 

 

• 對老人：1.老人行動不便，記憶退化不易照顧。2.子女忙於工作忽略老人。
3.子女長期失業、用藥、有精神疾病、情緒不穩之下行兇。 

 

• 父母殺死配偶、子女：1.由愛生恨。2.憂鬱引起除死之外，別無他法的想法。 

 



性侵害暴力與其影響因素 

• 強姦犯：1.心理病態。2.父權文化-媒體色情氾濫。強姦迷思:被強暴是
自找的(期盼社會有公義存在，若轉成隨機會遇到的想法，可能會很
害怕)。 

 

• 強姦犯的個人特質：1.母親通姦。1-2.父親暴力欺凌母親，都可能使
個案產生對女性報復的動機，或學會以暴力對付女性。2.被同性性侵，
改以侵犯女性確立自己是男性。3.同儕有強姦者，講述經驗，鼓勵強
姦。4.常接觸強暴內容之情色片、從事色情行業。5.性早熟、雜交經
驗。6.人際關係不佳。 



控制與預防攻擊 

• 懲罰要有效：1.及時。2.一定有後果。3.強度適中。4.被懲罰者認為懲罰合
乎公義。 

 

• 過度懲罰(不進行暴力行為是因為有人在監看，隨時會懲罰才不做這行為，
但變成外在歸因，而不是自己不想做壞事的內在信念)或溺愛，會使懲罰不
易達到效果。 

 

• 寬恕(從家庭衝突出來的研究)：有較滿意的生活感受，較少的負面情緒及心
理症狀會較幸福。若不處理往往會變成家暴的根芽。 



家暴影片、婚姻暴力影片、長者影片、性
侵害影片 

 



第九章-社會影響 

• 從眾：影片。 

 

• 為何會從眾： 

• 1.規範性社會影響： 

• 不從眾的話：群體會先嘗試說服，無效後則會想排除。 

• 被團體排除的個體，會表現更多的從眾行為，以重獲接納。 

 

• 2.訊息性社會影響：本身沒有充分資訊做判斷，會以他人行為做參考。 



影響從眾行為的其他重要因素(上) 

• 一、團體因素： 

• 1.團體人數：人越多從眾比率越高，3是多數人的天花板。 

• 2.一體感：有雜音時，一體感被打破，從眾壓力也降低。 

• 3.團體凝聚力：越高越難反對。從眾比例高，會自我審查，擔心個人的言論、
想法會破壞團體的和諧。 

 

• 二、個別差異：個人控制需求高(對自己的行為)：較不受他人影響。
個人控制需求低：較易從眾。 



影響從眾行為的其他重要因素(中) 

• 三、性別因素： 

• 1.面對面互動時，女性從眾比例才會大於男性。可能與文化因素有關(女性要體
貼溫婉，男性則多被要求有個人的想法)。 

• 2.男性領域(地理方位、狩獵、買車)：女性從眾度較高。女性領域(化妝美容、
小孩養育)：男性從眾度較高。 

• 四、文化因素： 

• 1.西方：個人化。 

• 2.亞洲：集體主義，從眾性較高。 



影響從眾行為的其他重要因素(下) 

• 三、少數人的影響： 

• 有學者認為要一致且堅持的少數人才能發揮影響力，如下列三點: 

• 1.一致與堅持。 

• 2.引起多數人的想法。 

• 3.彈性且開放的態度。 

 

• 另一派學者認為，可以先從眾，取得團體的地位與信任後，再提出不同的想法，
成功率也是高的。 



順從 

• 推銷的策略- 

• 1.「腳在門檻裡」策略：先提一個小的，不太好拒絕的要求，成功後
隔一段時間，換一個大的要求，成功率會提高(跟自我知覺改變有關)。 

• 2.「以退為進」策略：一個大的要求(但不會讓人拒絕後有小氣的感
覺)，接著(立刻)再提一個小的要求，成功率也會較高。 

• 3.「變化球」策略：原來以為是某個價格，結帳時發現金額更高一點，
但因有原先想買的承諾想法，所以不太好拒絕。 

• 4.「還有更多」策略：像電視購物，慢慢提出優惠或物品內容，認知
不斷修正，容易心動。 



服從權威 

• 電擊的實驗：在權威要求下，65%受試者會給予最高450伏特的電擊。 

 

• 1.服從權威的情境因素：當受試者離我們越近時，服從權威比例下降。原
先是65%→接近組(同處一室)變為40%→碰觸接近組(在身旁)則變成30%的比
例會服從權威。 

 

• 2.服從權威的心理因素： (1)承諾感。(2)實驗者的權威形象。(3)代理人心態：
執行命令不需負責。 

 

• 3.有人好奇在尊重人權的現代社會，服從權威的比例還是那麼高嗎？原先
是1963年的實驗，後來在2009年時有人修正後再次進行實驗發現，仍有多
數人會服從權威(先前是82.5的人會使用超過150伏特，現今則是70%的人會
遵守指令，只有小幅減少)。 



合作或競爭的互動策略 

• 有利益衝突時，一般人較注重個人利益，常以競爭策略互動(很快速
的反應)。合作的方式較少且需要多次努力的嘗試，才有可能達成雙
向的合作。 

 

• 研究發現，合作的效益會大於競爭。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容易注
重個人的利益。長遠的共同利益，永續經營較無法被考慮。 



影響使用競爭或合作策慮的因素 

• 一、個別差異： 

•                           1.競爭者-個人利益最大化，壓縮他人獲益。被批評也很少改變。 

•                                   當他人配合時，反而會趁火打劫。  

• 社會價值傾向：    2.合作者-彼此最大的共同利益為主，講求雙贏。 

•                                 3.個人主義者：在意個人利益，可合作可競爭，但以個人獲利 

•                                    為主要考量。 



二、性別差異 

• 若喜歡對方，女性較不會在意個人得失，傾向合作。 

 

• 男性合作則多是因為這策略可以提高本身的個人利益。 



三、文化差異 

• 個人主義較以競爭為主。 

• 集體主義合作較多一些。當年紀增加後，合作策略越強，但會開始
有內外人之分。 

 

• 以台灣的研究為例，面對自己人和外人使用的策略有很大的不同。
面對外人較會競爭，和美國人無明顯差異。 



四、溝通與信任 

• 正向的溝通，合作可能性提高。 

 

• 負向的溝通則否。 



五、回應性 

• 研究顯示：亦步亦趨的策略可能是一種最有效的互動方式-也就是先
合作，再隨著對方反應做調整，如此可展現合作的善意，又有不會
被欺負，回擊的能力。 



小結 

• 在權威底下，我們很常不反抗，雖然可能是顧及人際和諧，又或者
是不願為個人行為負責的藉口。 

 

• 但當有利益牽涉時，時常會出現競爭的互動方式，以確保個人利益。
較少會有合作、經營彼此關係的互動方式出現。 

 

• 以長遠的時間來看，其實合作的效益對雙方都是較有利的，但卻鮮
少如此，在這樣的課程教學之下，希望大家能多一點覺察。以後能
適時的提醒自己，避免兩敗俱傷的狀況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