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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剛剛講了一堆，我還是不知道重點在哪

裡。」『你都沒有顧慮到我的心情！』「妳們女人

喔，就是……」『你們男人才是……』 

    兩性溝通是一項永不退流行的話題，我們可以

在各種不同的場合見到這個話題以換湯不換藥的形

式重複再現，在辦公室內也不例外。筆者在工作經

驗或諮商實務的過程中，也體驗過或是聽說過各種

兩性之間關於溝通的戰火，那就好像兩座聳立的高

塔對面而立，過程中可能熱戰或冷戰，可能高聲主

張或放棄溝通。 



   「既然是在同一個辦公室，或者為同一個部門

/公司努力，我們頂多是坐或站在面對面，不至於

要處在對立面吧？」這個問題，可以讓自己和別

人都冷靜一下，好好地面對面，聊一下。 

  

 

 

 

 

 

 

 

 

    在職場中要如何與異性溝通、合作，是許多

人面臨的困擾，困擾是因為不瞭解對方腦袋/心靈

的運作模式，便難以站在對方的立場想事情；倘

若能夠試著去理解對方的思路/感受模式，那麼職

場中的兩性溝通就不是難事了，甚至日常生活中

的兩性相處也能迎刃而解。畢竟，筆者常在諮商

過程中聽到個案抱怨辦公室的異性有多難相處，

生活中又找不到理想的伴侶，我都會忍不住想說：

「其實你/妳在講的兩件事情，可能是同一件事

情。」 



   

  

1.講重點/結論vs. 交代故事細節 

    男性在講述事情時慣用的是講重點與結論，並

以如此作法的效率自豪；女性則習慣把過程細節交

代清楚，以防遺漏，細心與貼心便經常被歸類為女

性特質。 

    男性可能覺得女性太囉嗦，女性則覺得男性太

隨便。其實兩者的差異只在於呈現量的差異而已，

稍作調整即可。男性可以問問對方是否聽得明白，

是否需要補充一些細節；女性可以試著將故事濃縮

成當下情境許可的長度，若怕對方不懂，再問問是

否需要補充，也就行了。 

        文章開頭的幾句經典台詞，其實就顯現出兩性

溝通的常見差異，理解以下三點原則，便能為職場上

的兩性相處帶來助益： 



2.先處理事情vs. 先處理情緒 

   兩性在天生條件的差異下，對於事情的處理就

會有不同的因應策略，這情形衍生到職場上就有

可能產生問題，若能先安頓情緒、把事情處理好，

才是成熟的展現。但對於先解決問題，這樣的行

動方式對男性來說是比較容易做到的，除了天生

條件的不同外，我們的所生長的環境、文化、教

育等各方面，對於兩性在情緒表達的要求、允許，

甚至是鼓勵上，都有相當的差異，造成男性往往

遇到事情時，會先抽離情緒處理問題，而女性的

則容易安撫情緒。而在這種差異在職場的情境之

下，常會影響雙方的溝通，造成誤解。 

  

 

 

     

    

 

    就心理健康的角度來說，處理事情與情緒都

很重要。我們比較常聽到的是要求女性學習克制

情緒、處理好眼前事情的聲音，可是卻忽略了男

性在處理事情之後，自己情緒不舒服狀態有沒有

能被好好的被對待呢？ 



    在實務現場常發生的狀況是，

女性在學會壓抑情緒先處理事情之

後，還是會另找機會去處理情緒；

男性卻是只會處理事情，對於情緒

時常是陌生的、否認的、汙名化的，

其實這些理智上的閃躲並無法消除

情緒的阻塞，久而久之，可能就會

形成找不出生理病因的身心症，得

去精神科掛號了。 

 

 

3.每個人都不只是男性或女性 

    很弔詭的，兩性溝通最大的陷阱其實就在於只

用兩性去簡單劃分，這種二分的標籤方式，容易形

成陣營對立，誇大了自己人之間的相似性以及與對

面那些人的相異性。若真要以簡化方式描述，陽性

特質與陰性特質或許是較為中性的說法，無論是男

性或女性，其實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陽性與陰性

特質。 

  



   或許性別標籤難以去除，但我們可以多挪出一

些心理空間，好好地去認識與瞭解自己在職場上遇

到的人，這才是真正的人際溝通秘訣。 

兩性溝通，說穿了也不過就是一種人際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