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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行數 原文 修改 

CH03 

89 第 1 行 
的歌曲只要約 2 秒時間（“A Peek beneath the Hood of 

theInternet,” 2016）。 

 

的歌曲只要約 2 秒時間（“A Peek beneath the Hood of the 

Internet,” 2016）。 

修改：插入半形空格 

94 圖 3.5 

 
 

 
修改：現實改成事實 

CH04 

101 第 9 行 
化。同婚戀諮商師 Aaron Beck（1988）指出，過度一般化的

語言影響了伴侶… 

化。婚戀諮商師 Aaron Beck（1988）指出，過度一般化的語言

影響了伴侶… 

117 第 13 行 
另一個男性和女性之間的謎思存在於不同的傾聽回應方式。

女性被社會… 

另一個男性和女性之間的迷思存在於不同的傾聽回應方式。女

性被社會… 

CH05 

129 
第 15~16

行 

（一）非語言溝通具有符號性 

  如同語言溝通，非語言溝通也是符號性的，既然具有符

號性，那麼非語言訊息的意義也是任意性、模糊性和抽象

性。 

（一）非語言溝通具有符號性 

  如同語言溝通，非語言溝通也是一種符號性互動過程，既

然具有符號性，那麼非語言訊息的意義也具有任意性、模糊性

和抽象性的特質。 

132 第 11 行 
非語言溝通可以補充或取代語言溝通 

  溝通研究員定義五個非語言行為與語言溝通互動… 

非語言溝通可以補充或取代語言溝通 

  溝通學者定義五個非語言行為與語言溝通互動… 

147 
倒數 

第 6 行 

  社群媒體中，第二個有趣之處是使用者所遺留的數位足

跡大小。有些人… 

  社群媒體中，第二個有趣之處是使用者所遺留的數位足跡

多寡。有些人… 

CH06 

155 第 12 行 …還是可以靠視覺讀取脣語接受訊息；然而傾聽有心… …還是可以靠視覺讀取唇語接受訊息；然而傾聽有心… 

163 
倒數 

第 3 行 

…顯示興趣。（Tannen, 1990;Wood, 2010b）；男性口語社群，

基於注意情感控… 

…顯示興趣（Tannen, 1990;Wood, 2010b）；男性口語社群，基

於注意情感控… 

修改：刪除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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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7 

204 第 4 行 
  我們能夠使用自我對話來挑戰軟弱的謬誤。例如，假設

Tyronne 在工作… 

  第四步，我們能夠使用自我對話來挑戰軟弱的謬誤。例

如，假設 Tyronne 在工作… 

CH10 

279 第 8 行 
  維持遠距友誼也基於其他因素，例如，社經階層與性。

克服距離的友誼… 

  維持遠距友誼也基於其他因素，例如，社經階層與性別。

克服距離的友誼… 

CH11 

294 
第 1~4 

行 

  如果你想指出自己的愛情風格，應該牢記五個關於你愛

情風格的議題。第一，我們大多數人有合併的風格

（Hendrick, Hendrick, Foote, & Slapion-Foote, 1984）， 

  如果你想找出自己的愛情風格，應該牢記五個關於愛情風

格的前提。第一，我們大多數人擁有合併的風格（Hendrick, 

Hendrick, Foote, & Slapion-Foote, 1984）， 

 第 10 行 …；第二，你的愛情風格不見得是永恆的，我們學習如… …；第二，你的愛情風格有可能改變，我們持續學習如… 

 
第 15~18

行 

…們應該了解，愛情風格並非絕對的好或壞，最重要的是伴

侶之間如何相處。 

  第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影響之下，人們會認定某些愛

情風格是恰當合宜的愛情風格，甚至某些愛情風格是令人渴

望獲得的。例如，在美國或是其他展現高度個人主義傾向社

會裡，被高度認可的愛法是那種激情（激情之愛）；然而，… 

…們應該了解，愛情風格並非絕對的好或壞，最重要的是伴侶

之間能夠相處。 

  第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影響之下，人們會認定某些愛情

風格是恰當合宜的愛情風格，甚至某些愛情風格是令人渴望。

例如，在美國或是其他展現高度個人主義傾向社會裡，被高度

認可的愛法是那種激情之愛；然而，… 

 
倒數 

第 5 行 

因為有可能會威脅到家庭價值以及宗族關係（Kim & Hatfield, 

2004）。友伴之愛則是集體主義文化認可的愛情風格。 

因為激情有可能會威脅到家庭價值以及宗族關係（Kim & 

Hatfield, 2004）。友伴之愛則是集體主義文化認可的愛情風格。 

295 第 2~4 行 

換句話說，我們對他人的了解，是從表層進展到深層進而發

展你我關係。不過，集體主義傾向的文化比較不稱許或是期

待這種深入的關係，美國文化則稱許這種把人的靈魂都可以

奉獻給另外一人的傾向（Kito, 2005）。 

換句話說，我們對他人的了解，是從表層進展到深層，進而發

展成為你我關係。不過，集體主義傾向的文化比較不稱許或是

期待這種深入的關係，美國文化則認同這種把人的靈魂都可以

奉獻給另外一人的傾向（Kito, 2005）。 

 
第 5~10

行 

  在 Altman 和 Taylor 提出社會滲透理論的幾年後，

Honeycutt（1993）修正上述的想法，他主張，親密性的進展

是基於我們對互動的知覺，而非互動本身。例如，如果 Zach

對 Olivia 揭露個人資訊，Zach 和 Olivia 視自我揭露為了更進

一步的親密度時，他們的關係可能會提升；如果 Olivia 不認

為 Zach 的揭露與親密度有關，她就不太可能覺得和 Zach 變

得更親密了，也就是他們賦予自我揭露的意義，而非自我揭

露本身決定他們的親密程度。 

  不過在 Altman 和 Taylor 提出社會滲透理論的幾年後，

Honeycutt（1993）修正上述的想法，他主張，親密性的進展是

基於我們對互動的詮釋，而非互動本身。例如，如果 Zach 對

Olivia 揭露個人資訊，Zach 和 Olivia 視自我揭露為了更進一步

的親密度時，他們的關係可能會提升；然而如果 Olivia 不認為

Zach 的揭露與親密度有關，她就不太可能覺得和 Zach 變得更

親密了，也就是他們賦予自我揭露的意義，而非自我揭露行為

決定他們的親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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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2

行 

  我們賦予愛情關係的意義並不全然是個體性的，也反映

出我們學習與內化的廣泛文化觀點，因為社會成員共享許多

觀點，在我們闡釋如何知覺愛情關係時有高度的一致性。 

  因為社會成員共享許多觀點，我們賦予愛情關係的意義並

不全然是個體性的，也反映出我們習得與內化的廣泛文化觀

點，因此人們在闡釋如何知覺愛情關係時有高度的一致性。 

 第 16 行 
…傾向將交誼認知為第一次約會的目標，但是男性比女性更

可能將性活動當作目標（Mongeau et al., 2004）。 

…傾向將互相溝通認知為第一次約會的目標，但是男性比女性

更可能將性活動當作目標（Mongeau et al., 2004）。 

 
倒數 

第 1~2 行 

…，我們在這些廣泛的類別中，分辨某些特定的階段。 …，接下來我們在這些廣泛的分類中，分辨出某些特定的階

段。 

296 第 1~6 行 

  學者們辨認知出六個標示親密度進展的階段，雖然不會

永遠如此，但通常會依序發生。第一個階段是個體：我們每

個人有特定的需求、目標、愛情風格、認知傾向與特質，而

影響我們在關係中的找尋。我們對跟誰發生愛情的選擇，也

受到不自知面向的影響，例如，… 

  學者們辨認出六個標示親密度進展的階段，雖然不會永遠

如此，但這六階段通常會依序發生。第一個階段是尚未溝通

（no interaction），雖然這個階段，我們還沒跟戀愛的對象相

見，然而我們每個人有特定的需求、目標、愛情風格、認知傾

向與特質，而影響我們在關係中的找尋。此外，我們跟誰談戀

愛，也受到不自知面向的影響，例如，… 

302 第 1~3 行 

多女性認知關係破裂於「如果我們彼此不再真實地溝通」；而

男性經常不滿於「如果我們不再一起做有趣的事」。女性通常

也比男性更關心關係的公平，當女性貢獻較多時，她們的婚

姻品質下降；… 

多女性認知關係破裂於「如果我們彼此不再真實地溝通」；而

男性則經常認知於「如果我們不再一起做有趣的事」。女性通

常也比男性更關心關係的公平性，當女性在婚姻中貢獻較多

時，她們的婚姻品質下降；… 

 第 5 行 
  另一項性別差異在於誰注意到關係的問題。大致上，女

性比男性更可能... 

  另一項性別差異在於誰先注意到關係不對勁。大致上，女

性比男性更可能... 

 第 9 行 

妒伴侶在另一段關係的情緒投入，然而，男性比較忌妒伴侶

性的不忠（網路性愛）（Groothof, Dijkstra, & Bareids, 2009）。 

妒伴侶在另一段關係的情緒投入，然而，男性比較忌妒伴侶性

的不忠（例如網路性愛）（Groothof, Dijkstra, & Bareids, 

2009）。 

 
第 11~14

行 

  兩人期也包括關係問題的討論與對彼此不滿的情緒，這

不一定會發生，因為許多人會避免談論問題。雖然討論關係

的衰退是很痛苦的，但是避免問題並不能對解決問題有所幫

助，而且可能使情況更糟。兩人期的結果取決於伴侶之間的

許諾程度、是否另結新歡，或是否有溝通技巧來解決困難。 

  第二，兩人期（dyadic processes）也包括關係問題的討論

與對彼此不滿的情緒，這不一定會發生，因為許多人會避免談

論問題。雖然討論關係的衰退是很痛苦的過程，但是避免問題

並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可能使情況更糟。兩人期的結果取決於

伴侶之間的許諾程度、是否另結新歡，或是否具備溝通技巧來

解決困難。 

 第 17 行 
  社會支持期（social support）是伴侶分手時尋求朋友和家

人支持的階段。 

  社會支持期（social support processes）是伴侶分手時尋求

各自的朋友和家人支持的階段。 

 第 19 行 
價，例如，Beth 可能把過錯歸給 Janine，而自己是分手無辜

的一方。… 

價，例如，Beth 可能把過錯歸給 Janine，而聲明自己是分手無

辜的一方。… 



2023.02 

 
倒數 

第 1~4 行 

  埋葬期（grave-dressing processes）涉及埋葬這段關係和

接受結束。在埋葬期間，我們努力釐清這段關係：其意義、

失敗原因和對我們的影響。通常個人需要哀悼逝去的親密，

即使我們提出分手，…。 

  第四，埋葬期（grave-dressing processes）涉及埋葬這段關

係和接受關係結束的結果。在埋葬期間，我們努力釐清這段關

係、其意義、失敗原因和對我們的影響。通常個人需要哀悼逝

去的親密感受，即使我們提出分手，…。 

303 第 1 行 
  雖然有些回味是不可避免且大致健康的，過度回想終止

關係往往傷害大… 

  雖然有些回味過往是不可避免且大致健康的行為，過度回

想已終止關係往往傷害大… 

 第 4~5 行 

  關係衰退的最後部分是復活期（resurrection processes），

這是在沒有另一方的情形下繼續人生。我們再度視自己為單

身，在切斷與前伴侶的同步來重新組織我們的生活。 

  關係衰退的最後階段是復活期（resurrection processes），這

是在沒有另一方的情形下繼續人生。我們再度視自己為單身，

在切斷與前伴侶的關係並同步重新組織我們的生活。 

307 第 1~3 行 
  第 9 章討論關係衝突的管理技能，這在所有的關係中都

很重要。然而基於兩點理由，愛情關係特別需要注意有效的

衝突管理：第一，愛情的維繫，… 

  第 9 章曾討論關係衝突的管理技能，這種技巧在所有的關

係中都很重要。然而基於兩點理由，愛情關係特別需要注意有

效地管理衝突：第一，維繫愛情關係，… 

 第 10 行 
…研究者 Cahn（2009）指出，許多伴侶使用暴力者欠缺建設

性處理情緒與衝突的溝通技巧。

…研究者 Cahn（2009）指出，許多使用暴力的伴侶欠缺建設性

處理情緒與衝突的溝通技巧。

 
倒數 

第 7 行 

理暴力（psychologicalviolence）的形式攻擊過。（Hoffman, 

2012） 

理暴力（psychologicalviolence）的形式攻擊過（Hoffman, 

2012）。 

 
倒數 

第 5 行 
社會攻擊（socialaggression），… 社會攻擊（social aggression），… 

 
倒數 

第 1 行 
國最普遍的暴力案件就是情侶暴力（Haynes, 2009）。 國最普遍的暴力案件就是情侶間暴力行為（Haynes, 2009）。 

308 圖 11.3 

 修改：「蜜月」稍微向左上移動 

CH12 

325 第 6 行 
許這個家庭生活的時期容易出現累積（pileup）現象（Boss, 

1987）。「累… 

許這個家庭生活的時期容易出現累積（pile up）現象（Boss, 

1987）。「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