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1學習社群成果分享 

所屬系所 社工、心理系 

社群名稱 人文與社會科學思潮-第 30組 

指導老師 蕭至邦老師 

成員 

李佳穎、林子琳、陳思穎、江婉毓、黃從真、涂雅綺、顧芯萓、

林柏宏 

主題類型 

■日常課後小組討論；□專題研究；□影片欣賞；□藝術表演；

□參觀展覽；□其他：                         

1. 讀書會/學習社群介紹 

成立目的：透過讀書會，不僅可以使自己認識更多不同系的同學，也能從中討論知道他人的觀點，   

 並且分享彼此的想法，更重要的是，藉由讀書會的活動進行，能夠更有效率的閱讀書籍，節省讀  

 書的時間。 

進行方式：書本共有十六課，每人負責導讀兩個章節，該次負責導讀的同學，會將重點打完上傳 FB，  

 提供組員自由點閱，導讀過程中，紀錄會負責記下讀書會的過程，於每週四，導讀與紀錄會將電 

 子檔寄給助教，並列印繳交紙本。 

聚會頻率：每週四進行一次讀書會。 

每次進行時間：約 30~40分鐘。 

成員介紹：社工系：李佳穎、林子琳、陳思穎、江婉毓 

          心理系：黃從真、涂雅綺、顧芯萓、林柏宏。 

2. 反思心得 

＊學習內容及歷程： 

第一章 聲音表情的影響力 

    1. 100%口語表達能力=55%非語言訊息+38%聲音表情+7%語言訊息  

    2. 一個人的聲音、名字還有臉部特徵會引起「語意記憶」，有了這份記憶，我們才能認識這個人。  

    3.要認識並且了解一個人，需要透過實際的相處與觀察。  

    4.面對訊息傳遞時，有 55%是透過外表、儀態、穿著等非語言而來，38%是由說話語調、聲音表現方 



      式，如抑揚頓挫等「聲音」而來，剩下的 7%是由說話內容，也就是「語言」本身而來。 

    5.例如：面試時，主管會依第一印象，如：穿著、打扮作為主要依據，其次是藉由聲音，如自我介 

      紹、對談互動來打分數。 

    第二章 聲音裡隱藏的訊息 

    1.聲音裡的訊息=性格+情緒+情境  

    2.小時候很自然的情緒表達，會被大人要求有禮貌，代表著很多話不能隨心所欲地說出來，於                              

        是語言開始被包裝，常常隱藏自己真實的情緒，學習自我保護。 

3. 從一個人說話的聲音可以表達出三種訊息：性格、情緒、心境。 

    4.例一：嗲聲嗲氣的線上女客服人員接一通電話的時間比男客服人員長，因為男客人喜歡聽他的   

     聲音，所以與她聊天較久。例二：問話方式，「你每年留住多少比例的客戶？」，隱藏的訊息 

     是：「你每年做了多少斷頭生意，你的客戶願意回流嗎？」 

    第三章 你的聲音有幫你加分嗎？ 

    1.聲音對於人的重要性。 

2.每份工作對於聲音的要求有所不同。 

    3.不是每種聲音聽起來都讓人覺得舒服。 

    4.聲音固然重要，但說話態度也佔有很大一部分。 

    5.別成為自我感覺良好，但他人聽來困擾的那種人。 

    第四章 容易令人反感的說話聲音 

    1.大家對於說話的聲音其實很敏感。 

    2.每個人不見得能控制自己的聲音運用技巧，但聽別人說話聲音的問題都會有感覺。 

    3.令人反感聲音前十名： 

      (1)官腔官調 

      (2)說話聲音糊在一起，好像在喃喃自語 

      (3)男生說話聲音太細太尖、講話不帶感情 

      (4)說話有氣無力、過於強調抑揚頓挫、講話音調過於平淡、講話過程中，動不動就清喉嚨 

      (5)說話聲音太大 

      (6)說話聲音太小 

      (7)講話會拖尾音 

      (8)講話節奏忽快忽慢 



      (9)句尾尾音上揚、講話節奏單調、氣不夠，字尾的字音聽不清楚 

      (10)聲音沙啞(聽起來不構圓潤) 

    ＊學習討論與反思： 

      Q1.當你一開始要認識一個人的時候，外表、聲音、談話內容，各佔印象分數多少百分比？為什    

         麼？ 

         佳穎：我是靠感覺，覺得合得來就互相認識，所以外表可能只占 30%、談話內容占少數。 

         子琳：外表 70%、聲音 20%、談話內容 10%，因為我是標準外貿協會的人。 

         思穎：外表 20%、聲音 30%、內容 50%，我認為一個人的外表和聲音不是自己能決定的，所以 

               談話內容遠比其它來的重要。 

         婉毓：外表 30%，從服裝儀容、品味觀察；聲音 20%，聲音粗細是特色；談話內容 50%，可以 

               真正看出一個人的內涵。 

         從真：外表 40%，第一印象，會不會讓我想主動去認識他；聲音 20%，一些比較特別的音色會 

               吸引我注意：談話內容 40%，是不是能聊得來，想不想更認識他。 

         雅綺：外表 30%，決定第一印象的感覺；聲音 20%；談話內容 50%，有共同的興趣或吸引人的 

               談話內容決定是否合得來。 

         芯萓：外表 30%，決定是否要認識；聲音 40%，覺得聲音就代表他是什麼樣的人；談話內容 30%， 

              是否聊得來。 

         柏宏：外表 20%，第一印象；聲音 20%；談話內容 60%，談話內容能反映價值觀和當事人性格。 

      Q2.是否曾經因說話不清楚而與人吵架經驗？以及自己最喜歡哪種職業的聲音？ 

         佳穎：有。我喜歡配音員，因為配音員什麼聲音都能配很厲害。 

         子琳：有。配音員，很多配音員的聲音都很好聽。 

         思穎：有。車站客服人員，聲音很標準，很好聽。 

         婉毓：有。主播，口齒清晰、聲音好聽，有專業的個人魅力。 

         從真，有。配音員，感覺他們的聲帶就有「柯南變聲器」，能揣摩很多角色，維妙維肖，很 

               厲害! 

         雅綺：有。電台廣播 DJ，抑揚頓挫很明顯，容易吸引人注意! 

         芯萓：有。客服人員，語氣親切。 

         柏宏，有。服務業，讓人感到客氣。 

     



＊學習心得： 

      佳穎：聲音影響我們很深，當我們看到一個漂亮的人第一個印象是想和他做朋友，但是他一開口   

            如果聲音不好，印象就會大打折扣，所以有時候聲音、語氣非常重要，我們都應該要練一 

            練，有人說過聲音是一種藝術，是一種讓人舒適的，因為沒有人會喜歡躁音的。 

      子琳：每個人的想法都不同，所以藉由讀書會，我們可以分享組員間彼此的想法，透過溝通，能 

            夠了解其他人看事情的觀點，也許從中是我們不曾有過的念頭，由導讀帶領我們看每一章 

            節的重點，不僅可以節省時間，也能更有效率的讀書。 

      思穎：前兩次讀書會裡，經由導讀的觀點以及條列式說明，讓我們能輕鬆的抓住每一個章節的重 

            點，也在記錄時討論了一些相關的問題，這些都能讓我們更明白這本書想表達的事。雖開 

            讀書會的時間很短暫，但我們每次都會在課後利用 FB來繼續討論，不但可以增進組員間 

            的感情，還能聽到許多不同的看法。 

      婉毓：當過第一二次讀書會的紀錄導讀後，對於書中的內容概念更加了解，透過團體討論以後， 

            知道大家對於聲音的各種想法，在論述的過程中也增進了不少的情誼。擔任導讀壓力有點 

            大，畢竟本身的講話技巧及口條清晰度不是那麼的好，在表達上難免會有一些問題，但我 

            會盡量克服說話及面對人群的障礙，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在大家面前侃侃而談清楚傳達。  

      從真：很謝謝同組社工系的同學在讀書會前的認真準備，雖然每次開讀書會都很匆忙，但經過 

            統整的條列式報告還是讓我們清楚的了解"聲音"對於人跟人之間溝通的重要性。事後在   

            板上的問題討論也讓我們知道每個人對於聲音、內涵、跟外表的在意程度。 

      雅綺：經過這幾次的讀書小組後我的學習心得是，藉由每個人不同的觀點去分享自己對於一本書 

            的想法以及理解，可以從每個人身上觀察到對事情的不同看法，也讓我學習到在一個團體 

            中如何正確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以及勇敢地說出自己內心的想法。 

      芯萓：謝謝社工系的同學們導讀 2次的讀書會,那樣用心的把大綱整理出來,而且也提出問題讓組 

            員們一起去思考與回答。藉著導讀的機會,讓我知道如何去分享與講解從書中得到的領 

            悟。導讀過程中,也從中了解到許多人對同一問題會有許多的看法與意見。 

      柏宏：雖然每次開讀書會可能時間都不長,但是前面組員的導讀下,讓我們可以在短的時間之內把 

            內容更加瞭解,也更知道了聲音除了溝通之外,也更充分影響了我們的外在形象。另外也在 

            團體中學習了分工合作以及溝通的哲學! 

4. 指導老師的話 

    利用人文思潮的課程推行讀書會是一個新的嘗試,目的無非是要養成學生共同學習的習慣.在 



國外學習的時候我們就非常熟悉這種同儕學習的模式.因為這是一種互動及互助的學習過程, 透過 

導讀的同學能夠讓其他同學了解書本的內容,意味著導讀者已經完全吸收了書本的要義,並且可以

轉化成同學可以理解的語言,解釋給同學聽,同學如果不了解,在共同的討論中,也必定能夠彼此幫

助,達到學習的目的. 

        感謝這組的同學認真進行讀書會,從紀錄上對於同學討論鉅細靡遺的詳細描述就知道你們非常 

    用心 ,希望可以把這種精神持續下去,並且把它運用到大學整個學習過程. 

5. 學習討論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