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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溝通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因而許多探討及分析這方面的學術研究與日俱增，國內外學者無不重視溝通這方面之議題。除

了論文研究有關溝通之議題有多元的發展外，在國內各大專院校的教育政策也十分著重此項議題，並在各大專院校裡皆有

設計溝通研究的課程。在這多元的發展現況中，學術界裡很少有人針對溝通研究的現況來進行回顧與整理，除了李元墩

於1999年針對組織溝通進行文獻回顧的工作外，到目前為止，國內尚無其他學者對此研究趨向進行整合歸納的工作。又溝

通研究的博碩士論文從1974年到現今已經將近30年的歷史，有鑑於此，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認為該進行博碩士論文溝通研究

之文獻作一個回顧的工作，並想藉由本研究回顧和歸納近年各領域學院研究溝通之研究趨勢，了解目前各領域的研究對於

溝通所注重的問題及核心，探討溝通之近年發展與未來方向之建議，並藉著各領域學院溝通研究的博碩士論文，針對他們

所使用之研究方法、研究趨勢及研究發現，充分了解國內溝通的應用與發展。因此，本文研究之目的：一、分析歷年台灣

有關溝通之博碩士論文及研究主題趨勢；二、瞭解各研究方法中的質性、量化研究在溝通的使用狀況；三、對於往後實務

工作和學術研究給予建議。 研究方法的使用，先是對博碩士論文歷年溝通研究能確切握；並了解內容分析的使用情況及選

擇適當的分析途徑。 此研究發現，溝通研究在國內學術研究的重要性是與日遽增，並可歸納出有三個階段；最後並針對溝

通研究的未來發展進行建議。

關鍵詞 : 溝通研究 ; 內容分析 ; 溝通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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