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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交际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1，跨文化交际学理论则于七十年代出现，

大约这时候跨文化交际能力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这名词也被提出。

Hammer, Gudykunst and Wiseman 的研究首 创先河2，接着有很多研究。经过几十年的研

究，尽管到现今还没有公认的定义，学者都认为定义是围绕着两方面：处境和关系。 

 

一一一一．．．．沟通处境沟通处境沟通处境沟通处境 

沟通处境包括个人能力和不同情况这两个因素。 

有关个人能力，西方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都是围绕着有效和适当这两方面。有

效是指在沟通上能够达到目的。目的包括工作的目标和满意的交际关系。 适当是指能够

达到沟通目的的言行方式3。适当的言行方式是指能够满足当地人的文化上的期望4。 

Spitzberg and Cupach给这个定义：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被视为有效和适当的跨文化

交际所需要的能力和素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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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素质」是指个人能力。除了个人能力，这定义也着重「被视为」，即是在

沟通中，接收者怎样评估传送者的能力。这评估不单有关个人能力，双方的关系也是很重

要6。例如宣教士可能没有流利的语言，但是和当地人有好关系，当地人仍会认为这宣教

士有跨文化交际能力。所以建立关系是不可缺少的。 

另外，不同情况的因素是也是很重要。一个人可能在一个情况（例如带领教会聚

会）被视为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然而在另一个情况（例如平常的聊天）却不能。所以需要

着重学习不同情况的语言、生活各方面的文化适应、和人际关系的建立。 

因为跨文化工作者（包括宣教士）通常属于某个组织，所以组织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也是需要考虑的情况。如果组织着重跨文化交际，宣教士也会受影响培养跨文化交际能

力。相反也会带来相反后果。 

Spitzberg and Cupach 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四方面：认知、感性、心理运动、和

处境7。 

认知指认识异文化的能力，包括自觉和文化知觉8。在跨文化沟通过程中，自觉带

来自我对当时情况的评估、自我回应的检测和改变，帮助减少焦虑 
9。文化知觉使我们觉

察文化差异带来的沟通问题。 

感性指在沟通时的感受。正面感受带来对异文化的敬重。影响感受的因素包括自

尊、开明态度、不批评、和精神松弛10。这感性又称跨文化灵敏度（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形容对了解、欣赏和接受文化差异的推动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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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运动（psychomotor）是用语言和形态语言来沟通的能力。包括语言能力和文

化适应力12。 

最后，处境指沟通的实际情况。 

 

二二二二．．．． 关系建立关系建立关系建立关系建立 

  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建立适当的关系的能力。建立适当的关系需要管理自己的情

绪、同理心、和面子管理13。 

 另一方面，建立适当的关系根基于文化适应。文化适应有四种处理方法（见下图）

14。第一是同化，当个人不要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寻求投入当地社群时，便采纳同化方

法。同化的人愿意放掉自己文化身份，变为当地人，但不一定被当地人完全接纳。 

 第二是分离，当个人要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避开投入当地社群时，便采纳分离方

法。 

 第三是边缘化，当个人不要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避开投入当地社群时，便采纳边

缘化方法。这些人在自己原来的群体和当地的群体中都被视为边缘人。 

 第四是整合，当个人要尽量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积极寻求投入当地社群时，便采

纳整合方法。很明显整合最能够表现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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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文化和身份的遗产 

 

 

文化适应包括心理适应（例如少忧郁症状）和社会文化适应。有以下原则15： 

1. 越认同自己文化，越有心理适应。 

2. 越认同当地文化，越有社会文化适应。 

3. 整合的人最有心理适应，边缘人最缺乏心理适应。 

4. 同化的人在社会文化适应上最容易，分离的人在社会文化适应上有最多困难16。 

5. 认为跨文化情形是一个挑战而不是威胁，便比较容易有心理适应。  

6.  面对跨文化压力时，单是接纳是不够积极。用幽默来处理，或是计划、避开竞争

等方法，对社会文化适应有帮助17。 

 

三三三三．．．． 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从以上的定义，可以看到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要包括以下项目： 

1. 自觉包括自尊 

2. 对当地文化的认识 

3. 跨文化灵敏度 

4. 用语言和形态语言来沟通的能力 

5. 管理情绪 

6. 同理心 

7. 面子管理 

8. 整合的文化适应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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