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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有位就讀二年級的妹妹，我常常因為和她起爭執而被責備，爸媽希望我能多疼愛

她，不要欺負她，其實，人高馬大的我，一點也不敢欺負妹妹，相反的還常常因為她

「說謊」，讓我被父母誤會。我也曾聽同學說看見中年級的學弟妹在校車上偷吃零食，

當老師問起時，卻「說謊」辯稱自己沒有。謊言真的那麼容易說出口嗎？大家都是為了

什麼原因說謊呢？這些問題引起我們想要深入了解國小學生的說謊行為。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說謊的定義與原因。 

(二)分析國小學生的說謊對象與原因。 

(三)分析說謊者被識破的特徵。 

(四)探討說謊者被識破後的行為因素。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蒐集法：從網路、書籍尋找相關資料並整理成重點。 

(二)問卷調查法 

1.以定額抽樣抽取全校每班三名學生。 

2.以隨機抽樣邀請低年級家長。 

(三)實驗法：情境設計實驗。 

四、研究小隊 

我們是由郁倩老師和瑩倫老師帶領的四名海星國小六年級學生，我們四個人在學校

是同一個社團的好友，學期初，四個人想組隊一起報名研究，因為我們都很喜歡亂問

題，發現以人體為主的問題最引起我們的興趣，郁倩老師推薦我們看了一些書，其中怪

咖心理學(李察‧韋斯曼 Richard Wisemen，2013)的「大象騙術、說話猩猩與說謊小孩」

文章讓我們最感興趣，研究者發現不只人類會說謊，大象和猩猩也會騙人，這篇文章激

起了我們四人的好奇，沒想到騙人、說謊這樣子的主題也能作為研究題目，老師鼓勵我

們試試看，並從生活中延伸探討。 

五、研究流程 

 

圖一、本研究流程圖，研究者自製 

(二)研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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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研究小組正分享主題構思經過(左至右：勝彥、林陞、毅誠、雲平) 

貳●正文 

一、文獻蒐集 

（一）說謊的定義 

一般人認為，符合事實的話就是真話；不符合事實的話，便是在說謊。在斯坦福

大學哲學百科全書裡將謊言定義是意圖讓別人被引導相信比較「說謊」正在做出相信

是虛假的聲明，意圖讓另一個人接受它為真。在維基百科上指出說謊是一種溝通手

法，是以欺騙為目的、存心誤導別人的有意行為，事先未透露其目的，對方也無明確

要求被誤導。李光曾說過說謊就是:「我知道但你不知道，我知道的事。」因此，我

可以對你說謊。 

德國的心理學家休德魯將謊言定義為：「說謊，就是試圖透過欺騙對方來達到目

的的有意識的行為，是虛偽的談話。」Leekam（1992）指出說謊屬於欺騙行為中利用

口頭訊息傳遞欺騙訊息的形式之一。 

（二）引起說謊的原因 

2006 年賓州大學有個研究發現，孩子說謊的頭號原因是「不想讓父母失望」；或

是父母生氣要打人時，為了自我保護，他會說謊。尼采則說：「為了生活我們需要說

謊。」英國心理學家史金納博士認為：人類會為了使社交運轉更加順暢而說謊。他認

為，當我們學會使用語言和察言觀色時，也就學會了假裝、奉承，還會養成天天說謊

的習慣。心理學大師弗洛依德曾提到，為了讓自己免於受傷，我們常會有「自我防衛

機制」，讓自己不需面對現實帶來的可怕情緒和畫面。作家徐玫怡認為在大人無法溝

通下，只能說謊了。 

（三）說謊的特徵與欺騙意圖 

德國心理學家修特倫提出說謊有以下的特徵：1.有偽造意識。因此說謊者明白自

己所說的話與事實不符。2.有欺騙的意圖。具有讓對方相信不實的東西的意圖，並故

意且有欺騙意圖的將事情敘述得像是真的，我們覺得，欺騙的意圖是把事情合理化讓

他人信以為真。3.欺騙的目的非常明顯。具有企圖心的逃避懲罰或是自我保護的目

的，此種目的有時是出自於獲利的動機，有時也會是幫助其它者獲利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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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佩珊寫的書裡說過所謂欺騙動機是指個體刻意隱瞞事實，並且捏造與傳達假訊

息，蓄意誤導別人，以達到欺騙或說謊的目的，亦即，個體的欺騙動機隱含企圖透過

某種欺騙行為而達成欺騙目的。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張亭玉認為，從生物進化論的

角度來看，欺騙是自然界最基本的現象之一，欺騙是生物為了更好地繁衍而進化出的

本領。 

說謊者會試圖讓自己的動作看起來完美無瑕，然而，一個人畢竟難以控制好所有的身

體動作，難免會出現不協調的現象，當人們在說謊時，也許會意識到自己不自然的行為，

這時說謊者多半寧願什麼也不做，因為一些奇怪的舉動會洩漏了自己說的謊話。很多人認

為說謊者會坐立難安，但說謊者自己也明白這點，於是他們會努力故作鎮定，捨棄不必要

的動作，所以說謊者也就更容易說謊了。說謊者會同時表現出不同的情緒，第一種，說謊

者刻意要表現出來的情緒；第二種，說謊者盡力要隱藏的情緒。舉例來說，說謊者會刻意

擺出一副笑臉來歡迎人的樣子，藉此來隱藏緊張的表情，德國舞台劇演員奧利佛.哈森坎

普，曾一針見血的說：「說謊的人其實一直在想著真相。」（王榮輝，2008） 

（四）說謊的類型 

心理學家 Cortney Warren 在 TED 一場以「自我欺騙」為主題的演講影片中表示引

起說謊的原因有最熟悉的下列八種：1.否認：即使事實擺在眼前，還是要否認到底。

2.合理化：幫自己的行為找藉口。3.投射作用：把自己不喜歡的個人特質套在別人身

上。4.情緒化推理：認為感覺就是事實。5.隱瞞：不想透漏的私事。6.獲利：想用說謊

得到更多好處。7.以偏概全：把單一事件擴大解讀成真理。8.逃避：為了避免責罰而

說的謊。 

蔡常寫的書裡也說過謊言的動機有以下七種：1.贏得面子：爲了不被人看低，而

吹噓、隱瞞真相或誇大。2.免受處罰：爲了避免因承認錯誤而受到的處罰。3.爲了獲

得某種利益：爲了獲得自己想要的某樣東西或便利。4.自我保護：免受實質性的傷害

和免受心理上的傷害。5.保護別人免遭傷害或懲罰。6.出於禮貌，避免衝突。7.損害他

人利益。 

（五）說謊的對象 

劉方 (2002) 研究發現，說謊是中小學老師頭痛的的偏差行為，而且是欺騙父母與

師長，高居外向違犯行為的第二名。雖然老師、父母都教我們要誠實，但我們卻在不

知不覺中學會了說謊。2006 年賓州大學有個研究發現，孩子說謊的頭號原因是「不想

讓父母對我失望」，也就是說，孩子其實很在乎父母對他的看法，希望得到父母的歡

欣，但假如父母的標準太高，孩子達不到時，為了不使父母失望，就會利用說謊作弊

來討好父母；或是父母很生氣要打人、無法溝通時，孩子們能說甚麼？所以，為了自

我保護，孩子會說謊。 

（六）說謊者被識破後的行為 

各式各樣的情緒都有可能隨說謊而出現，古羅馬的元老暨史學家塔西佗(Tacitus)

曾說：「惶恐與真理不合，的確在說謊時，惴惴不安是最常出現的一種情緒。」(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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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透視謊言的第 84 頁)但是有三種情緒出現的頻率是最高的：1.生怕被揭露的驚恐情

緒。2.行騙時的內疚感。3.欺騙得逞之後的得意感。 

即使犯過錯的人知道他說謊被揭穿所帶來的後果將比說實話認錯帶來的後果要嚴

重的多，他仍可能想說謊，因為認錯帶來的後果是即使的、必然的，說謊則還有一線

免於任何後果的希望。 

大多數情況下內疚感和恐懼感之間有一種互反關係，內疚感減輕，恐懼感加重。

隨著說謊的成功，說謊者會覺得輕鬆愉快，會對自己的成功感到自豪或者因蔑視對方

而沾沾自喜。所有這些感覺統稱為得意感。如果說謊者不加隱瞞，得意感也能使謊言

露出破綻。得意感，並不是邪惡的，比如開玩笑之類的。當有其他人注意或者知道說

謊者在行騙而且很欣賞他的欺騙技巧的時候，內疚、驚恐、得意，這三種情緒都有可

能從說謊者臉部表情、語調或者身體動作中顯露出來，即使說謊者竭力想隱瞞也很難

做到。(取自透視謊言的第 86 頁) 

（七）說謊與生活的關聯 

中央大學教授洪蘭曾說過「人性本善」。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慢慢的會接觸

到謊言，每個人每天都會接觸十到二百個謊言，但大家察覺謊言的技巧其實和隨機臆

測的結果差不多(取自怪咖心理學的第 60 頁)，許多人都認為說謊與我們有點陌生，但

其實說謊卻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如果你曾說過謊，你就很有機會再說一遍。研究

指出，我們在不誠實的時候，大腦被刺激活化的特定部位，會隨著次數的累積而反應

越來越小──這將導致我們對說謊逐漸無感，讓欺騙旁人這件事變得更稀鬆平常。 

二、問卷調查 

（一）小學生的說謊調查 

我們想了解小學生說謊的對象、動機、心理感受與他們對說謊定義的理解。先以

Google 表單做成網路問卷，再從全校 17 班，共抽樣 52 名學生，採用固定的指導語，

陪同受試者填答並做說明。我們的.標準化內容如下： 

「今天要請你來協助我們完成這份問卷，這是一份不記名的問卷，我們不會記錄

你的名字，只需要填寫班級與性別，首先這篇文章跟你分享，．．．（念文章），接

下來，請你依據內心的答案誠實回答，謝謝你！」 

調查之後我們利用 google 的問卷自動整合的試算表，整理的調查結果為：受訪者

中約有 67%的學生能辨別別人說謊；65%的學生一天中約有 1~3 次說謊，而 29%學生

一天中都不曾說謊；60%的學生會為了不使父母失望而說謊；說謊學生的對象中已對

媽媽說謊的學生數量最多，問卷統整資料為圖三~圖十一。 

分析取學生對說謊的定義發現，低年級是「與事實不符」，中、高年級學生多認

為說謊就是「騙人」。且大都覺得自己能看出別人在說謊。不論哪一個年級均可發

現，學生每天說謊次數約 1-3 次，然而許多的低年級學生會覺得自己從沒說過謊，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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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填有說過謊的學生中，說謊對象大多是媽媽，說謊時會緊張愧疚，在被揭穿時會解

釋，希望能得到諒解，大部分學生的說謊動機是逃避處罰。 

 
圖三、能辨別別人說謊 

 
圖四、說謊的次數 

 
圖五、曾為了不使父母失望而說謊嗎? 

 
圖六、最常說謊的對象 

 
圖七、說謊的動機 

 
圖八、他人如何判斷你說謊 

 
圖九、父母對你說謊的處理方式 

 
圖十、謊言被揭穿時，會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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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說謊時的內心感覺 圖十二、我們設計的網路問卷 QR code 

(二)家長對孩子說謊的瞭解 

瞭解小學生說謊的因素後，接著我們想探討家長對孩子說謊情形的認知，以及低

年級學生平時說謊的表徵、動機。邀請所有低年級的家長填答問卷、參與我們的實

驗，我們先利用 Google 表單做網路問卷再做成 QR code，如圖十二，結果共 34 份家

長回填問卷，僅 17%的家長願意協助實驗進行，列印成紙本通知單發給低年級老師，

統計資料整理為圖十三~圖十七。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我們發現：幾乎所有(97%)的家長都看得出自己孩子在說

謊，88%的家長認為說謊是不好的行為；家長辨別是否說謊的方式，43%是因孩子的

表情不自然，40%的方式是因孩子的眼神飄忽；家長發現 56%的孩子是為了逃避、不

想面對處罰而說謊，22%的孩子則是因為幫自己的行為做解釋而說謊；面對孩子說謊

時有 67%的家長們會以教導的方式處理，有 30%的方式會處罰，沒有家長會漠視說謊

的行為；家長時會給予教導，且覺得孩子說謊是不好的行為。 

 
圖十三、是否能得知孩子說謊 

 
圖十四、孩子說謊的行為好壞 

 

圖十五、如何辨別孩子說謊 
 

圖十六、孩子說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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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面對孩子說謊的處理 

 
圖十八、是否同意孩子配合實驗 

三、實驗法 

學生說謊的第一個動機是逃避，第二個動機是獲利，這個因素對我們而言，比較好

測試，於是我們想參考他人實驗，將實驗中修正為我們跟受試者比競爭，測試受試者是

否會為了獲得獎勵而說謊，我們安裝了隱藏式的錄影機，紀錄受試者的表情。 

實驗設計是先說明遊戲規則，接著請受試者抽牌，然後告訴他們，如果他們贏了，

就可以獲得玩具。我們會故意讓受試者贏，玩第二次時，我們會翻第二大的，並把牌一

半露出桌子，再找一個藉口離開房間。在實驗結束時，問受試者我們所設計的問題，之

後，將實際情況與受試者回答的答案進行比較，就可以得知受試者是否說謊，再利用我

們實驗時錄的影片了解他們說謊時的表徵，因為受試者為低年級學生，未滿十八歲，所

以在蒐集家長對孩子說謊情形得瞭解程度時，我們也一併請家長填寫是否同意孩子接受

我們實驗測試，僅 70%的家長願意協助實驗進行，並同意配合實驗錄影。 

（一）實驗準備 

1.我們使用兩間教室，分別為受試者等待區(圖十九)與實驗場地(圖二十)。 

 

圖十九、受試者等待區(研究者自製)          圖二十、實驗場地(研究者自製) 

(1)實驗場地：窗簾全拉起，門用報紙貼起來，並用空箱子製造出攝影者的藏身

處。 

(2)實驗場地的配置分別為實驗者的座位、輔助實驗者的座位、受試者的座位與攝

32% 

3% 

65% 

0% 

處罰 

原諒 

教導 

漠視 

68% 

32%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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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者藏身處。 

(3)受試者坐在面對攝影機鏡頭的正前方，而實驗者與輔助實驗者面對面坐在受試

者的兩邊。 

(4)受試者等待處：受試者等待處設置六張桌椅，並拿小白板讓等待實驗的受試者

寫上自己的姓名，以便實驗。 

2.實驗的標準指導語 

(1)請問這兩個玩具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2)你有沒有玩過比大小？ 

(3)比大小就是有幾張牌，一人抽一張，抽到最大的就贏了。 

(4)你覺得你會贏嗎？ 

(5)好像有敲門聲，我出去看一下，等我回來再翻牌喔！ 

(6)我回來了，不好意思，剛剛老師請我回去訂正。 

(7)你覺得你會贏嗎？ 

(8)我剛剛出去的時候你有做什麼嗎？ 

(9)你有偷看牌嗎？ 

(10)好，那現在換你抽牌。 

(11)謝謝您協助我們的實驗，請由前門出去。 

（二）實驗內容 

1.實驗人數：受試者為海星國小低年級十五位受試者，我們在正式實驗前做了兩次

預備測試。 

2.實驗記錄：每個受試者的記錄有分實驗中回答的答案、受試者的基本資料與網路

問卷中填的答案，我們將這些回答做成表單。 

3.實驗影片：經過家長允許後，我們會在實驗時錄影並上傳至 Youtube。 

（三）實驗結果：實驗後我們發現十五位受試者中，有九位受試者說謊，整理資料如

表一。 

（四）詳細說明：實驗後我們發現大部分的孩童在我們回實驗場地後，有 6%的孩

童，改變了第一次問是否會贏的答案，我們推斷可能是因為偷看牌後，比較有自信會

贏，我們發現有 80%的孩童會說甚麼事都沒有做，而我們問到是否偷看牌時，有

100%的孩童都說沒偷看牌，以上數據顯示雖然逃避是大部分孩童說謊的主要動機，

但孩童為了獲利還是會說謊。 

我們回顧實驗影片，發現受試者說謊時，大部分都會表情不自然，有時動作一樣也會

不自然，而說謊時最罕見的表徵是話語結巴，由此可見，現代的小孩說謊的太自然

了，已經完全不會結巴了。 

表一、低年級學生是否因獲利而說謊實驗摘錄 

受試者 是否偷看牌(影片結果) 是否偷看牌(受試者的回答) 說謊跡象 

牛 O 棆 否 否 沒說謊 

張 O 否 否 沒說謊 

吳 O 霖 否 否 沒說謊 

邱 O 榕 是 否 表情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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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神飄移 

張 O 維 是 否 表情、動作 

不自然 

李 O 潔 是 否 表情、動作 

不自然 

林 O 宏 是 否 表情、動作 

不自然 

吳 O 澄 是 否 表情、動作 

不自然 

眼神飄移 

張 O 祈 否 否 沒說謊 

楊 O 棠 是 否 表情 

不自然 

張 O 銘 是 否 表情 

不自然 

鄧 O 致 是 否 表情 

不自然 

黃 O 銓 否 否 沒說謊 

蔡 O 岫 否 否 表情 

不自然 

馬 O 璇 是 否 沒說謊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參●結論 

(一)國小學生自己陳述說謊的主因是與家長發現的說謊主因都是逃避事實。 

(二)國小學生自己較常說謊的對象是媽媽，家長則認為雙方都一樣。 

(三)國小學生自己發現說謊的特徵表情，與家長發現的都都一樣，都是表情不自然。 

(四)國小學生謊言被揭穿之後，以解釋獲取諒解，家長則是以教導的方式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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