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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交際學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1，跨文化交際學理論則於七十年代出現，

大約這時候跨文化交際能力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這名詞也被提出。

Hammer, Gudykunst and Wiseman 的研究首 創先河2，接著有很多研究。經過幾十年的研

究，儘管到現今還沒有公認的定義，學者都認為定義是圍繞著兩方面：處境和關係。 

 

一一一一．．．．溝通處境溝通處境溝通處境溝通處境 

溝通處境包括個人能力和不同情況這兩個因素。 

有關個人能力，西方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定義都是圍繞著有效和適當這兩方面。有

效是指在溝通上能夠達到目的。目的包括工作的目標和滿意的交際關係。 適當是指能夠

達到溝通目的的言行方式3。適當的言行方式是指能夠滿足當地人的文化上的期望4。 

Spitzberg and Cupach給這個定義：跨文化交際能力是被視為有效和適當的跨文化

交際所需要的能力和素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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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素質」是指個人能力。除了個人能力，這定義也著重「被視為」，即是在

溝通中，接收者怎樣評估傳送者的能力。這評估不單有關個人能力，雙方的關係也是很重

要6。例如宣教士可能沒有流利的語言，但是和當地人有好關係，當地人仍會認為這宣教

士有跨文化交際能力。所以建立關係是不可缺少的。 

另外，不同情況的因素是也是很重要。一個人可能在一個情況（例如帶領教會聚

會）被視為有跨文化交際能力，然而在另一個情況（例如平常的聊天）卻不能。所以需要

著重學習不同情況的語言、生活各方面的文化適應、和人際關係的建立。 

因為跨文化工作者（包括宣教士）通常屬於某個組織，所以組織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也是需要考慮的情況。如果組織著重跨文化交際，宣教士也會受影響培養跨文化交際能

力。相反也會帶來相反後果。 

Spitzberg and Cupach 提出跨文化交際能力有四方面：認知、感性、心理運動、和

處境7。 

認知指認識異文化的能力，包括自覺和文化知覺8。在跨文化溝通過程中，自覺帶

來自我對當時情況的評估、自我回應的檢測和改變，幫助減少焦慮 9。文化知覺使我們覺

察文化差異帶來的溝通問題。 

感性指在溝通時的感受。正面感受帶來對異文化的敬重。影響感受的因素包括自

尊、開明態度、不批評、和精神鬆弛10。這感性又稱跨文化靈敏度（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形容對瞭解、欣賞和接受文化差異的推動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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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運動（psychomotor）是用語言和形態語言來溝通的能力。包括語言能力和文

化適應力12。 

最後，處境指溝通的實際情況。 

 

二二二二．．．． 關係建立關係建立關係建立關係建立 

  跨文化交際能力包括建立適當的關係的能力。建立適當的關係需要管理自己的情

緒、同理心、和面子管理13。 

 另一方面，建立適當的關係根基于文化適應。文化適應有四種處理方法（見下圖）

14。第一是同化，當個人不要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尋求投入當地社群時，便採納同化方

法。同化的人願意放掉自己文化身份，變為當地人，但不一定被當地人完全接納。 

 第二是分離，當個人要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避開投入當地社群時，便採納分離方

法。 

 第三是邊緣化，當個人不要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避開投入當地社群時，便採納邊

緣化方法。這些人在自己原來的群體和當地的群體中都被視為邊緣人。 

 第四是整合，當個人要儘量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積極尋求投入當地社群時，便採

納整合方法。很明顯整合最能夠表現跨文化交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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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適應包括心理適應（例如少憂鬱症狀）和社會文化適應。有以下原則15： 

1. 越認同自己文化，越有心理適應。 

2. 越認同當地文化，越有社會文化適應。 

3. 整合的人最有心理適應，邊緣人最缺乏心理適應。 

4. 同化的人在社會文化適應上最容易，分離的人在社會文化適應上有最多困難16。 

5. 認為跨文化情形是一個挑戰而不是威脅，便比較容易有心理適應。  

6.  面對跨文化壓力時，單是接納是不夠積極。用幽默來處理，或是計畫、避開競爭

等方法，對社會文化適應有幫助17。 

 

三三三三．．．． 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 

 從以上的定義，可以看到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要包括以下專案： 

1. 自覺包括自尊 

2. 對當地文化的認識 

3. 跨文化靈敏度 

4. 用語言和形態語言來溝通的能力 

5. 管理情緒 

6. 同理心 

7. 面子管理 

8. 整合的文化適應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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