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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

探索新手學習薩提爾理論之溝通姿態技術，應用於
團體中之經驗，增進對此理論的理解，發現學習過
程中的問題與強化之道。

在實務薩提爾團體方案中，以溝通姿態為最常見。
因此，在此次將薩提爾理論技術中之溝通姿態，進
行雕塑體驗後，除了體現具象化的非語言帶來的力
量外，也讓新手的學習過程中，多一份對薩提爾理
論中技術應用的深刻體認。
另，新手領導者要在團體中帶入薩提爾理論的概念
和哲學觀，著實不易；因要能帶入團體，要先融會
貫通，接續轉化或再編排設計後，方可能應用於團
體。最後，此次的整理和發現，能對啟發新手領導
者的學習興趣有所助益。

六、結論

2022台灣團體諮商與治療研究學會年會暨「反璞歸真，共創無惱安心」學術研討會 論文屬性:案例及實務分享

五、研究發現

1. 學習者皆為諮商輔導學系之學生，在體驗後，
有四分之三都屬於討好型。

2. 若學習者所選擇的姿態，不符於學習者自身真
實的溝通姿態時；有3至4成的學習者表示無法
體悟與自己平時不習慣使用的姿態，顯示出固
化於特定姿態的情形。

3. 在雕塑溝通姿態的具象化過程，有別於語言上
的溝通，非常有助學習者覺察非語言訊息的力
量。

4. 輔以雕塑的方式去表現出溝通姿態，學習者們
表示能更加理解溝通姿態所要表達的知識。

5. 領導者可以用引導和示範的方式，讓學習者們
願意去體會及實際以肢體表現出溝通的姿態，
而達到體驗的效果，增進閱讀理解。

二、研究問題

新手學習薩提爾理論時，常止於哲學觀，其中如最
初的三角關係、改變歷程、內在冰山、互動要素等
，而難以將實務性的技術如溝通姿態等做出來，甚
至應用於團體之中。故本文嘗試透過體驗活動引導
學生的學習並探究之。

以課程的20位碩士班學生為對象，4個人為1組，其
中小組內的4人，分別擔任指責者、討好者、打岔
者和超理智者。在體驗的過程中，給予設定之壓力
情境並邀請學習者嘗試表現出4個溝通姿態。透過
姿態而充分體驗，再讓學習者回饋自己的感受，而
以現場觀察的方式，把資訊蒐集統合整理，形成家
庭治療團體技巧應用的反思發現。

三、研究方法

團體中的每個人都是一座冰山，「內在冰山」的表
層是行為或溝通姿態，冰山下方則是感受、自我等
部分。「溝通姿態」分為不一致型和一致型，不一
致溝通共有討好型、指責型、超理智型、打岔型四
種，是個體在壓力情境下，為保護自我價值，而忽
略自我、他人或情境至少一個面向，所使用的應對
方式，且都具有低自我價值，但也有正向資源；
「一致型溝通」則能兼顧自我、他人與情境三面向，
擁有高自我價值。「雕塑」可具體化溝通姿態、家
庭樣貌，帶出不同的感受和期待，也在過程中處理
呈現的議題。
薩提爾實務團體中，引導成員探索自己和伴侶的內
在冰山。透過雕塑，使成員體驗不同的溝通姿態有
何感受，進而學習一致型溝通。溝通姿態幫助成員
覺察溝通的盲點，也可以運用到生活中。

四、文獻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