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心理學

自主學習成果-洪綺馡、謝芷芸



一、內容概述

● 學習動機：對社會心理學很感興趣，希望能藉由線上觀

看這門課程認識社會心理學，增進問題及案例分析能力

且應用於生活之中。



一、內容概述

● 學習資源：使用ewant育網線上觀看課程(社會心理學。雲

林科技大學，劉威德) ，並於過程中了解社會心理學、將

生活經驗與社會心理學理論建立連結。



二、學習單元

學習日期 自學內容

2021/3/04、2021/3/11 社會心理學簡介

2021/3/18、2021/3/30 社會認知與社會知覺

2021/4/01 侵犯行為與組織領導

2021/4/08 從眾行為與流行現象

2021/4/15 團體行為與組織領導



二、學習單元

學習日期 自學內容

2021/4/22 人際關係與人際吸引

2021/4/29、2021/5/06 偏見

2021/5/18、2021/5/20 網路社群中的社會心理行為

2021/5/27、2021/6/03 跨領域與跨文化應用



三、預期效益/成果展現

● 單元結束後運用所學，撰寫對應之議題探討、心得及反

思分享。

● 以投影片( PPT)及筆記( PDF)形式展示學習成效

● 學習完整個課程，能達到及格分數，並於完整課程結束

後取得該課程證書。



學習方法



學習方法

● 觀看影片

於ewant育網上觀看「社會心理學」的課程影片

➔ 撰寫筆記

在觀看課程的同時，記下重要的關鍵字、解釋

➔ 查詢

針對不熟悉的專有名詞加以查詢，了解該詞內涵



學習方法

➔ 課堂心得

將每次課程的心得記錄在自主學習網站，可能是延伸的

議題、探討對於該主題的想法，或是與現實事件的連結

➔ 課堂作業

完成ewant育網上，老師指派的議題作業

➔ 隨堂測驗

完成ewant育網上，每一單元的小考



筆記

筆記連結（謝芷芸）筆記連結（洪綺馡）

https://reurl.cc/rg2qvx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_hLptlYF5OIB6A6rrcNMkYToAND4-jcgYyQxHyabdBo/edit


課堂心得
洪綺馡 謝芷芸



從眾效應
-學習成果-



從眾效應

「從眾」二字的意思並不難理解，

從字面上來看便可大致推測出它

和跟從大眾行為有關。

從眾效應是指個體或群體中的少

數因受到外界大眾影響而改變自

己原有的態度，產生依隨多數人

意見或表現出符合大眾看法的行

為。



從眾發生的時機

一、新的經驗

當人面臨一個新狀況時，

因為對事物的不熟悉，無

法靠著舊有經驗行動，就

會去學習大眾的做法。



從眾發生的時機

二、緊急情況

當事態突然發生變化，大

腦無法理性思考，即使有

事先的演習，也經常只會

空轉，人就會跟隨著眼前

群眾的作為。

三、權威崇拜

權威通常被認為在該領域

擁有最佳的判斷，當一群

權威站出來認同某一件事

時，大眾通常會不經查證

地認同。



在消費活動中的
從眾例子



排隊

臺灣人可是出了名的

愛排隊，哪裡人多，就

往哪兒排。究竟是什

麼讓大家願意去排那

長長的隊伍呢？



排隊

        當消費者無法對想要購買的商品做出評估，資訊不明時，便

會因認為多數人的選擇就是正確的，而參考大眾的行為行事，產

生資訊式社會影響，表現出從眾行為。

         其後發生的排隊效應是因為消費者內心想要平衡自己所付

出的時間成本而產生的心理作用，認為若多買一些便可抵銷前

面投入的時間成本，在不理智的形況下衝動購入許多不必要的

商品，而這所有現象最終的最大受益者都仍會是賣家。





囤貨

時值COVID-19 疫情肆

虐，各地出現囤貨潮。

明明家中還有過量的衛

生紙，為何民眾還是到

大賣場多買了根本用不

完的東西？



囤貨

新聞媒體播送第一批搶購潮的訊息，在接收到這樣的資

訊後，一般民眾會仿效這樣大肆購買的行為。而在疫情下

，情況緊急，也讓民眾較難深入思考，在決策上缺乏考慮

，造成這種人云亦云的行為。



專家建議
「我是ooo醫師，我推薦

xx藥品。」你是否常常聽

到這類型的廣告？



專家建議

專家在一般人的認知中具有較多的專業知識，認為權威者

的判斷準確可信且經多數人認證，業者時常利用這種心理

現象邀請相關專家拍攝廣告、宣傳商品，消費者也會因為

是專家推薦而更相信產品的效能，購買商品的情感成分遠

大於理智成分，尤其低自尊的消費者會因缺乏自信，不敢

自行輕易做決策，更加容易受到權威心理影響，購買經由

權威機構認證或專家代言的產品。



流行

「身邊的朋友都購買了

時下最流行的大衣，如

果我不買的話，好像會

顯得很落伍耶！」你曾

有過這種想法嗎？



流行

從眾行為的發生，一大原因是害怕受到團體的排斥。當一

件事，或一種物品在團體中流行起來，若不跟隨大眾，不

但相關話題減少，看起來更是「不合群」，隱性的反對者不

敢表態，非黑即白的推斷使得團體中的支持者看似眾多，

整件事情依此循環下去。



不必要的從眾？



從眾的原因

生理方面

從眾發生時，大腦會產生愉

悅感，反之，抗拒從眾，大

腦會感到不快。

心理方面

低自尊的人相比於高自尊

者更沒有自信去做一件事

，自然而然，從眾的程度

就會變高。



從眾的原因

社會方面

抗拒從眾的人，同常會受

到團體的排斥。另外，盟

友的有無也是決定是否從

眾的關鍵。

演化論

面對一個未知的事件，依

循前人腳步可以避開很多

風險，凡事都跟從別人的

經驗，就能更有效的使自

己活下去。



那麼，
消費時的從眾是
否真的有必要？



那麼，消費時的從眾是否真的有必要？

在前面舉的例子，都是常見的從眾消費行為。但究竟

誰會獲得好處呢？答案是廠商。賣家如果成功地引發

從眾效應，製造對產品有利的輿論，將會是再好不過

的宣傳，消費者也不會感到不快，因為這是自發性的

消費。



那麼，消費時的從眾是否真的有必要？

以從眾的原因來看，四種不遵守的負面後果，看似只

會在社會層面有較大的影響，在這個情況下，從眾會

讓人在短暫時間內得到團體的認可，但這並不是長久

之計，且容易為了自己不想要的東西花費過多的金

錢。



那麼，消費時的從眾是否真的有必要？

經衡量之後，我們認為在消費時的從眾是弊大於利的。

要做出利於己的購物，我們應在消費前獲得足夠且正

確的商品資訊，面對前面舉例的情境，要懂得保持理性

，經仔細評估後再做出購買的決定，這樣將能有效改善

不好的消費習慣，且不輕易被從眾效應左右，做出準確

判斷，保住自己的荷包。



反思



反思

從眾對於一個懵懂的新人來說，或許是能輔以快速瞭

解事態的機制。「跟隨他人總不會做錯」、「就算錯了也

不只有我一個」這些想法是從眾者內心經常會冒出的自

我說服字句。從眾的行為有好有壞，像是舉例中提到的

囤貨，明明自身沒有需求，卻還是隨著大眾的腳步去購

物，這種情況其實是不必的，透過了解其後的秘辛--從
眾效應，就不會無意識地隨波逐流。



 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

在成果的簡報中將習得的理論用以解釋社會實際現象，達到不

被表象混淆的效果，在知識與現實生活中建立連結，增進問題與

案例的分析能力。

除此之外，整理筆記的過程能精進擷取重點及統整資訊的能力，

之後複習時也能更快掌握每單元的重點。



修習成績
在ewant的修習成績高達99.23分與99.08分
洪綺馡



修習成績
謝芷芸



合格證書



合格證書



學習心得

在科技發達的時代只要懂得善用網際網路便能學習多元的知識，能有ewant
平台供我們學習社會心理學等喜歡的科目是件相當幸福的事。在學習過程

中能認識認知基模、自動化思考等心理學專有名詞，透過此ewant社會心理

學團隊製作出的簡易動畫能更容易理解每單元介紹的理論，經過每次紀錄

的課堂心得、學習筆記與小考測驗能使我更了解自己的學習成效。在討論區

瀏覽他人分享的新穎看法，同時發表自身見解，彼此友善交流，能共同增進

心理學知識並習得以多元觀點看待事物，製作此學習成果時也能反思自己

還有哪些方面不熟悉，需要再上網查詢、統整資料以更深入了解其中的道理

，雖自主學習會花上長久的時間，但能學習自身喜歡的科目十分值得。         
       洪綺馡



學習心得

最早做自主學習計畫的時候，完全是憑著對心理學的好奇開始的，從找教材

到審核成功，說難倒也不會，受惠於育網這個媒介，以及為教育奉獻的教授

們提供教學影片，免去了到圖書館揀書的步驟，在這次的自主學習的過程順

暢很多。

十八週的自主學習，其實花了我們不只十八節課的時間。除了在課內觀看影

片及討論外，下課後也因為影片的時長超出預定的時間，而需要自己補上，

還有作業、心得、筆記要完成。在沒有旁人督促的情況下，維持學下去的意志

力也是一大考驗。 謝芷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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