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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宣教隨筆八討論了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定義， 現在簡單說明一些重要的跨文化

交際能力的模型。 

 

發展模型發展模型發展模型發展模型    
 

 發展模型的理論根基於 Bennett 的研究，然後由 Hammer 發展成為一套審核和培養

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工具
1
。這個模型指出以下五個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發展階段： 

 

否認(denial)       保衛(defense)        低估(minimization)      接納(acceptance)     適應(adaptation)  

 

 Hammer 制定了一套跨文化交際能力測試，名叫 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並提供

培訓，幫助從一階段進升到另一階段。 

         

因果過程模型因果過程模型因果過程模型因果過程模型 

 

Arasaratnam 提出一個因果過程模型
2
。這模型對理論的發展很有幫助： 

  
 

 文化                                                                                                                 跨文化          

 同理心             交際能力 

           

    

                                   互動的參與 

      和自覺  

    

    

 

 

     全球性態度 

 

 

     經驗          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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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模型組合模型組合模型組合模型    
 

組合模型將焦點放在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因素，而不太理會這些因素的相互關係。 

最詳細的模型是 Deardorff 的金字塔模型
3
： 

    

外在後果目標外在後果目標外在後果目標外在後果目標    

  有效的行為和溝通 

與 

                適當的溝通（知識、技巧和態度）                    
 

內在後果目標內在後果目標內在後果目標內在後果目標 

適應能力 （對溝通方式和行為的差異的適應， 

對異文化的適應） 

   彈性（選擇和採用適當的溝通方式和行為、認知彈性） 

   沒有民族中心主義  

   同理心  
 

 

 知識和明瞭知識和明瞭知識和明瞭知識和明瞭               技巧技巧技巧技巧 

 文化自覺      聆聽 

 對文化概念的深刻認識    觀察 

 對特定文化的認識     解釋  

 社交語言的認識     分析 

        評估 

        對應 

 
 

需要的態度需要的態度需要的態度需要的態度    

 尊敬（敬重其他文化和文化的多元化） 

 開放（對跨文化學習和對異文化社群） 

 好奇心和發現力 （容納迷惘和接受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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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dorffDeardorffDeardorffDeardorff 模型的應用模型的應用模型的應用模型的應用    
    

    Deardorff 的模型對培訓跨文化交際能力有很好的指示，因為詳細列出跨文化交際能

力的因素。培訓跨文化宣教士時，按著這些因素來培訓，就會帶來有效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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