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讓人笑到肚子痛的溝通技巧到美好關係講座～北醫大教育訓練課程走向全人

關懷 

本校人力資源處費心安排的教育課程，從專業行政技能，逐步加

入情緒管理、溝通技巧及親子關係等人性關懷課程，期望透過溝

通與家人相處關係，讓同仁成為幸福企業的成員之一。歡迎同仁

把握機會，踴躍參加。 

■范明弘老師：承上啟下溝通技巧（4 月 9 日） 

「為何主管總是不願意聽人把話說完？為

何部屬總是有聽沒有到？」這是許多職場

工作者及管理者的心聲。溝通最大的困難

是，要談的是同一件事，但立場卻不一

樣，甚至假溝通之名，行說服之實。惟有

破除本位主義，學習「先」欣然接受的態

度、「先」同理對方，「先」是策略，

「先」是重點。 

范明弘老師長年擔任高科技公司業務高階主管，洞悉顧客心理、業務心態、銷售服

務學問，且為台北市生命線協會多年心理諮商義工，擅長情緒壓力管理及溝通協調

課程。他表示，專業容易產生傲慢，老經驗容易令人不受教。一般人都認為別非常

主觀、自我、本位主義，卻不知道「反觀自己」。成功訴求的關鍵在於多講對方的

興趣、對方的關聯、對方的利益、對方的影響，因為對方最在乎的是你所談的內

容，可以給他帶來什麼「好處」與「利益」。【圖：范明弘老師風趣幽默的教學方

式，讓學員在哄堂大笑中學習到溝通技巧】 

職場中，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上司，二

級主管上面有一級主管、一級主管上面有

院長或校長。工作是否能夠順利開展，都

和與上司的溝通是否順暢有密切關係。向

上溝通應有的心理認知為：主管也是人、

他的時間有限、上面也有主管、主管畢竟

是主管。因此多數情況下，向主管報告

時，先「作結論後、再作申論」，也就是

先報告結果，內容包含講重點、熟數字、

真實性、問題點、行動方案及期限。要如何提供建設性的建議？把握簡單、明瞭與



 

重點三大原則，進行現象探討、原因分析、策略方向及具體做法的說明。【圖：課

程現場的氣氛相當熱烈】 

有時候也會發生這樣的情形：「我的部屬怎麼這麼難溝通啊！怎麼都達不到我提出

的目標！」甚至只是表面上答應，私底下做的卻是另一套。為促進與部屬的溝通，

應在適當的時機給予稱讚，稱讚的原則與方法如下：【圖：學員們也踴躍提問及分

享】 

‧稱讚要及時勇敢說出來。 

‧觀察其確有優點，方行稱讚。 

‧強調「細微」及「較不明顯」的特質尤佳。 

‧用「具體的語言」稱讚，並簡潔表達自己感受。 

‧若稱讚對方明顯缺陷，效果適得其反。 

‧當眾稱讚，或藉由他人來間接讚揚尤佳。 

‧大方接受讚美，並說聲「謝謝」。 

■廖年明老師：高效能會議管理（4 月 10 日） 

會議效能是執行力的關鍵。「會必有議，

議必有決，決必有行，行必有果」是大家

對會議的共同期待，然而會議不只是求問

題的解決，工作的達成，也是管理能力的

修練場。本校大小型會議多元且頻繁，如

定期的主管會報、行政會議、校務會議，

各種委員會會議、各單位功能會議、不定

期的臨時會議，身為北醫大的一分子，除

了可能擔任會議召集人、主持人，也有可

能擔任與會者。要如何扮演好稱職的角色？ 

為協助主管及承辦人建立對會議的基本認知，各種會議類型的不同，點出會議前中

後的注意事項、擔任不同角色的責任及要點，特邀請未來企管顧問有限公司訓練顧

問、《會議高手》一書的作者廖年明老師，再次來校授課。廖老師透過舉日常生活



 

案例、親自示範、讓學員演練，讓學員從體會、學習再到展現行為，同時看到會議

所費的成本、面對會議應有的態度、何謂成功會議、需要開會的時機、如何規劃議

程、參與會議守則及紀律、如何主持會議。【右圖：廖年明老師於課堂中設定主

題，請各小組練習訂定會議議程】 

 

主席是會議的靈魂，他的角色在促動整個

會議的流暢性，如果與會人員未具備會議

討論的能力。則主席就必須在複雜的問題

中，理出頭緒，同時兼顧效率及和諧，此

時主席就必須熟練各種會議基本技能。主

席應具備的會議能力如下：開場白、結

論、發問、傾聽、對焦、澄清、歸納、問

題解決、決策。【左圖：廖老師在旁聆聽

指導，即學即用成效最佳】 

身為會議的一分子，參與會議的原則如

下： 

1.要守時，堅持到底。 

2.要做事前準備。 

3.針對主題主動發言，簡短扼要。 

4.要以數據做具體的發言。 

5.要對事不對人，不做人身攻擊。 

6.要多肯定，多讚美多感恩。 

7.多傾聽他人發言。 

8.要以積極的話代替消極發言。 

9.要以探詢、澄清代替主觀論斷。 

10.以負責的態度參與會議。【圖：各組將課堂上學到的理論運用在實務上，並上

台分享以互相學習】美好關係講座： 

■黃柏嘉老師：在親子關係中找到微笑～談正向管教（4 月 11 日） 

人力資源處舉辦「美好關係系列講座」，

希望同仁透過學習在家人溝通及親子教養

中，以促進親密關係為出發點，在尊重家

人間的差異之下，邁向和諧的家庭關係。

本系列講座第一場邀請到輔導經驗豐富的

黃柏嘉心理師，分享其在輔導工作中所見

及自身的親子互動經驗。 



 

黃柏嘉老師特別指出：「孩子最麻煩的時候，就是最需要支持的時候；孩子最需要

支持的時候，就是父母的愛與信念最堅定的時候。」來提醒所有的與會學員。管教

孩子有太多難以處理的因素，很多面臨到的困難並非提供建議就可以得到解決。很

多父母都會抱怨，現在的社會亂像頻繁，導致現在的小孩很難教，愛頂嘴、欺壓老

師、對長輩不尊重，其實這樣的現象，在西元年 400 年的雅典，蘇格拉底就曾說過

了。【圖：黃柏嘉心理師，充分讓大家了解到如何正向教導孩子，教養出有力量的

孩子】 

在現在的年代，父母在與孩子互動時，

「聽孩子說」比「向孩子說」重要，溝通

不等於說服，溝通是能夠正確將訊息傳遞

到對方身上，也能正確接收到對方所給予

的回應，而對方是否會因此作出調整，還

是要回到對方自己的決定。引導孩子有能

力作判斷比學習服從更重要，未來的職場

環境難以預測，甚至 80%的職務是現在還

未出現的，因此不該為孩子預測未來該做

些什麼工作，而是讓孩子具有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 

身為父母，當孩子向您提出問題或困難時，別急著給解決方法，通常他們不太會照

著作，但不應解讀成刻意找麻煩。對父母而言，眼前看到的是問題及走到問題解決

的平坦道路，但在孩子的眼中，看到的卻是道路上的大凹洞，包含著限制、需求及

負向情緒。孩子問題行為的產生，不要只是批評與責怪，不能只是以消除問題行為

為目的，而是要去探討問題行為的原因，才能根本解決。（文/人力資源處）。

【圖：現今「聽孩子說」比「向孩子說」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