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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溝通聲音的有無，可將溝通方式區
分為： 

◦ 語言溝通（verbal communication）以及 

◦ 非語言溝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 

 

 Part 2將著重於非語言溝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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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特性 

1. 持續性 

2. 界定性 

3. 多重性 

4. 情緒性 

5. 模糊性 

6. 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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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特性 

1. 持續性 

◦ 只要人們聚在一起，非語言溝通就已開始，
並且持續存在。 

◦ 在非語言溝通中，即使「沒有反應」，也
深具意義。 

◦ （例子）期中考試你遲到了三十分鐘 

 當你進入教室時，老師「看」了你一眼 

 拿了考卷後，你機警而快步地走到一個空位坐下 

2015/6/8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陸家珩 4 



非語言溝通的特性 

2. 界定性 

◦ 非語言溝通可以界定或主導我們，想與他
人建立或維持哪一種人際關係 

◦ （例子）當你要迎接某人時，你會採取哪
些動作？ 

 點頭、微笑 

 握手、搭肩 

 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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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特性 

3. 多重性 

◦ 文字溝通或口語溝通皆由一種管道出現；
非語言溝通則可能以多重管道同時顯現。 

 非語言溝通可能被看到、聽到、聞到、嚐到、感
覺到，甚至可能同時進行。 

 （例一）當你生氣時，非語言溝通管道可能同時
包括： 
 瞪大眼睛、揚起雙眉、握緊拳頭 

 拉大嗓門 

 （例二）小學時，媽媽每天中午送一個色、香、
味俱全的便當到學校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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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特性 

4. 情緒性 

◦ 文字或語言溝通有時未必能傳達個人情緒
的深度，但非語言溝通卻可傳達此種訊息。 

 （Why?）人們會試圖藉由文字或語言來掩飾自
己真實的情緒，但有時卻會不經意地透過非語言
管道將真實情緒顯露出來。此為非語言洩漏
（non-verbal leakage）。 

 （例子）嘴巴說「不緊張、不緊張」，但是卻不
由自主地咬緊雙唇、握緊雙手、手心出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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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特性 

5. 模糊性 

◦ 意指非語言溝通有時不易獲得正確的解釋 

◦ （Why?）因為 

a. 非語言溝通的傳送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無
意的 

 （例子）高中時無意的非語言溝通，而造成的誤會 

b. 同樣的非語言表現背後隱含不同的訊息意義 
 （例子）對人微笑：想要表達友善、掩飾緊張、想到一
件令人愉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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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特性 

6. 差異性 

◦ 指的是文化差異 

◦ 有時，在不同的文化中，非語言溝通的使
用卻可表達類似的意圖。 

 （例子）中國人的「打躬作揖」vs. 日本人的
「90度鞠躬」 

◦ 有時，在不同的文化中，同樣的非語言通
通代表著不同的意涵。 

 （例子）義大利人 𝑣𝑠. 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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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功能 

在人際溝通中，我們會一邊解讀對方所
說的話，一邊觀察其非語言線索，以便
可清楚掌握對方傳遞訊息的意義。 

◦ （例子）懂得察言觀色 

◦ （反例）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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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功能 

1. 象徵意義 

2. 解說狀況 

3. 表達情緒 

4. 調節互動 

5. 建立關係 

6. 反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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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功能 

1. 象徵意義 

◦ （定義）以肢體動作代替字句，此一部分
的非語言溝通即為象徵。 

 （例子）義大利人的肢體語言 

 進行象徵行為溝通時，人們必須具有某些共同的
背景或基礎，否則很可能無法瞭解彼此的意思，
甚至造成不必要的誤解。 

◦ 在某些情境中，象徵被看作完整的語言來
使用。 

 （例子）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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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功能 

2. 解說狀況 
◦ （定義）當人們用手勢補充或強調試圖表
達的意義時，稱為解說狀況。 
 （例子）餐廳服務生為了表明帶位位置，以手勢
告訴你位置方向 

3. 表達情緒 
◦ 非語言溝通會傳遞出情感流露 
 並非有意，而是自然發生的反應。 

 （例子）寒流來襲的清晨，你因為有課而需強忍
睡意離開被窩，看著依然舒服地在睡覺的室友，
心理確實有些不情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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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功能 

4. 調節互動 

◦ 非語言溝通可藉由點頭、眼神移動與姿勢
改變等行為，來管制交談或溝通中的互動，
此種控制交談或溝通的流動，稱為調節。 

◦ （例子） 

 爸爸請客：以眼神向媽媽示意：可以去買單了 

 請客的人：以手勢向服務生示意：可以上菜了 

 補習班老師：根據學生的非語言行為來決定何時
該說笑話、何時需要運用何種詞彙，來調整自己
的表達方式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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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功能 

5. 建立關係 

◦ 非語言溝通能傳達關係層次的意義 

 亦即，非語言溝通能建構出超越語言的訊息，表
達關係的整體感覺。 

◦ （例子） 

 權利大小：國王與臣子見面時的禮儀 

 喜愛程度：眼睛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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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功能 

6. 反應文化 

◦ 非語言溝通模式反映出特定文化的傳承與
價值觀 

◦ 大多數的非語言動作是在社會化過程中學
習而來 

 （例子）華人 vs. 美國人：溝通時的身體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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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類型 

1. 身體語言 

a. 眼神注視 

b. 臉部表情 

c. 手勢 

d. 姿勢改變 

 

 

 

2. 超語言 

3. 碰觸行為 

4. 外貌特徵 

5. 人際距離 

6. 個人選擇 

7. 環境經營 

8. 時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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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類型 

1. 身體語言 

a. 眼神注視 

 指的是直視或凝視溝通對象，將訊息傳遞給對方。 

 （例子）目光轉移：表示避免與對方接觸 

 從眼神注視中，可分辨對方是否用心傾聽、專注
彼此的對話、隱瞞實情……等。 

b. 臉部表情 

c. 手勢 

d. 姿勢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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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類型 

1. 身體語言 
a. 眼神注視 

b. 臉部表情 
 運用臉部肌肉表達對於訊息的反應（亦即思想）
或自己的情緒狀態（亦即情感） 

 雖然文化不同，人們會傳達六種基本的情感表情：
快樂、悲傷、害怕、驚訝、生氣、厭惡。 

 臉部表情是可以控制的，因此要會察言觀色，才
能瞭解對方真正意圖。 

c. 手勢 

d. 姿勢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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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類型 

1. 身體語言 

a. 眼神注視 

b. 臉部表情 

c. 手勢 

 藉由手、手指與手臂移動來描繪或加強語氣 

 （例子）「不大、不大，你的頭一點都不大……」 

 手勢的三種主要功能：強調重點、表徵語意、調
節動作。 

d. 姿勢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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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類型 

1. 身體語言 

a. 眼神注視 

b. 臉部表情 

c. 手勢 

d. 姿勢改變 

 姿勢可看作是手勢的延伸，也包含較大與較緩慢
的身體位置移動。 

 （例子）報告時，老闆在台下點頭。 

 （例子）演講時，聽眾改變坐姿（往前坐、往後
坐+雙手插在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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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類型 

2. 超語言 

◦ 意指語言傳達的訊息超出字義之外的含意 

◦ （例一）具有溝通意義的聲音 

 嘆息、呻吟、笑聲、哭聲……等具有溝通意義的
聲音。藉由聲音的不同特色，可加強或抵觸從文
字本身傳達出來的意思。 
 （例子）女孩子撒嬌 

 （例子）媽媽說話時的聲音突然提高八度、講話急促 

 （例子）嚴厲的聲音：聯想到生氣、憤怒的情緒 

 （例子）聲如洪鐘的嘹亮聲音：令人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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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類型 

2. 超語言 

◦ 意指語言傳達的訊息超出字義之外的含意 

◦ （例二）口語干擾 

 在談話過程中，口語干擾是介入或阻斷的語音，
也是長時間養成的不良講話習慣。 
 （例子）「這個」、「那個」…… 

 （例子）「嗯」、「啊」、「呀」、「呢」、「喔」… 

 （例子）贅句：「……的動作」 

 （例子）重複：「然後……，然後……」 

 （例子）結巴：電影「王者之聲（The King’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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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類型 

2. 超語言 

◦ 意指語言傳達的訊息超出字義之外的含意 

◦ （例二）口語干擾 

 口語干擾會對傾聽者造成許多困擾，但是說話者
常無法察覺。 

 當口語干擾太多，很可能會影響傾聽者的關注焦
點，妨礙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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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類型 

3. 碰觸行為 

◦ 碰觸是發展最早的一種感覺 

◦ 碰觸行為可傳達訊息，亦可標示不同的人
際關係。 

 （例子）握手：社交禮儀的規範 

 （例子）甩耳光：污辱、侵犯 

◦ 碰觸行為可能會產生誤解 

 （例子）擁抱：社交禮儀？其他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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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類型 

3. 碰觸行為 

◦ 碰觸行為與家庭 

 問題家庭的父母較少、較冷淡地碰觸孩子 

◦ 碰觸行為能傳達出地位與力量 

 高地位者容易碰觸他人、侵犯他人的空間 

 男人以碰觸展現權利與控制；女人以碰觸表現喜
歡與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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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類型 

4. 外貌特徵 

◦ 雖然不要「以貌取人」，但是對人們來說，
外貌特徵還是主要的第一印象。 

 （例子）先關注他人的生理特徵（如：性別、種
族……），加以解釋，再建立對他人的人格推論
與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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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類型 

4. 外貌特徵 

◦ （研究） 

 帥哥美女比較容易找到工作，薪水也比較高。 

 當認識某些人愈深，而且愈喜歡他們時，就會愈
看愈順眼。 
 （例子）第二眼美女 

 其他非語言溝通方式均可增加尚未被標籤的人的
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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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類型 

5. 人際距離 

◦ 我們與他人互動時的角度或距離 

 （例子）正面或側面、遙遠或接近、溝通中是否
有阻礙……等。 

◦ 溝通時的距離 

 距離近時，可透過氣味或碰觸來傳達訊息。 

 在社會對話時，雙方維持舒服的距離。 
 （例子）情感上親密與否？文化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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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類型 

7. 環境經營 

◦ （例子）空間的距離、方向、地域行為、
物品擺設、建築方式、室內設計……等 

 （例子）Starbucks in the U.S. 

 （例子）速食店與高級餐廳的用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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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溝通的類型 

8. 時間行為 

◦ 人們如何使用與組織時間的方式，並且可
透露出有意或無意的訊息。 

 （例子）地位較高的人讓地位較低的人等待；地
位較低的人必須準時。 
 在美國看醫生 

 面試 

 （例子）老闆可直接走近員工辦公室；員工要見
老闆則要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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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進非語言溝通的品質？ 

1. 透過自我監控，強化非語言溝通的瞭解 

2. 多方面觀察他人的行為 

3. 接收與研判多元管道的非語言訊息 

4. 特別關注相關情境脈絡 

5. 培養信任感，做為雙方坦誠溝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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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進非語言溝通的品質？ 

1. 透過自我監控，強化非語言溝通的瞭解 

◦ （Why?）人們常常不自知自己的非語言溝通
情況的好壞 

◦ 藉由自我監控的方式，可以瞭解、進而調整
自己使用非語言溝通的表達訊息方式，以達
到有效溝通的目的。 

◦ （例子）有人告訴你：「你怎麼這麼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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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進非語言溝通的品質？ 

2. 多方面觀察他人的行為 

◦ （Why?）模糊性是非語言溝通的特性之一 

 無意識的動作？有意識的傳達訊息？ 

◦ 如果溝通對象與我們有長期互動的機會，我
們可以多方面觀察對方在不同情境下會出現
的非語言行為。 

 （例子）好友私下與我相處 vs. 在陌生人多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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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進非語言溝通的品質？ 

3. 接收與研判多元管道的非語言訊息 

◦ 人際溝通過程中，除了語言的使用，溝通雙
方也會採用其他的非語言溝通方式，多管進
行。 

 其中，臉部表情所傳達的訊息常常是最不正確的。 

◦ 如果只解讀單一溝通方式傳達出來的訊息，
很有可能會誤解對方、或被對方欺騙。 

◦ 因此，在進行人際溝通時，若能同時關注、
研判不同管道所傳達的非語言訊息，則可降
低誤解他人、或被他人欺騙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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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進非語言溝通的品質？ 

4. 特別關注相關情境脈絡 

◦ （例子）不同的文化脈絡 

 擁抱與親吻：西方文化 vs. 東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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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進非語言溝通的品質？ 

5. 培養信任感，做為雙方坦誠溝通的基礎 

◦ （Why?）坦承的溝通無法在猜疑的氛圍中進
行 

◦ 在現實環境中，有時我們被迫要與自己不信
任、不喜歡的人溝通。即使如此，為了能達
成良好的溝通，我們依然要開誠佈公，希望
能建立對彼此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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