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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信息

表明态度

增强关系

…

1.交流的模型
- 交流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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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流的模型
- Harold Lasswell的线性模型(1948)

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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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知道交流的有效性？

通过什么线索知道接受者是否正确
理解？

1.交流的模型
- 根据你的经验

信息的传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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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流的模型

要考试了，对
吧

2.信息发送：媒
介传输（对话、
短信、微信…)

考试？什么考
试？你说啥？
什么时候？

1.信息编码：
（文字、语
音…）

4.信息反馈：媒
体传输（短信、
微信、QQ…)

3.信息解码：
并决定是否反
馈

障碍：噪声
(例如：错字)

 Sender-Message-Channel-Receiver (SMCR) 



© Copyright RMEC 2009-2021

- 问题

赵科长告诉她的下属，上海大学的学费系统应该
立刻改进，赵科长属于？

A.解码器 B.发送者

C.信息媒介 D.噪声

1.交流的模型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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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沟通的障碍

1.交流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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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沟通的障碍

1.交流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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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沟通的障碍

物理障碍：人语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会影响有效沟
通

语义障碍：编码和解码错误，包括发送和接收的
文字和符号、使用的术语和不必要的话

个人障碍：包含一些属性，例如，传播者和发送
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地位、年龄、性别差异，这
些都可以干扰信息的准确传输和接收

过程障碍：交流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

1.交流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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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流的模型
我们下午去阅
览室学习吧

2.信息发送：媒
介传输（短信、
微信、QQ…)

哪个阅览室？
下午上课前还
是课后？

1.信息编码：
（文字、语
音…）

4.信息反馈：媒
体传输（短信、
微信、QQ…)

3.信息解码：
并决定是否反
馈

噪声
(例如：错字)

物理障碍

语义障碍语义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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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

电脑销售人向一些非专业的客户解释计算机系统
方面的技术术语时，存在哪些交流障碍存在？

A.语义障碍 B.过程障碍

C.物理障碍 D.个人障碍

1.交流的模型

答案：A



© Copyright RMEC 2009-2021

- 继续测试

为解决这个问题，电脑销售人员应该如何调整策
略，即应该改变沟通模型中的哪一个部分？

A.编码环节 B.信息媒介

C.解码环节 D.接收人

1.交流的模型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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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流的风格

- 交流模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形成了每个人
不同的交流风格

- 可能随交流中所处的环境变化

- 交流的风格对信息传递的效果具有重要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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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流的风格

直接和明确的语
言

对他人的行为不
进行表示和评价

恰当的使用“我”
和“我们”

恰当的眼神接触

令人舒适但坚定的动
作和姿态

稳定而强有力的声音

表情和表达相匹配

使用严肃语调恰到好
处

为保证听众理解，有
有选择的停顿

努力推进

不攻击

允许他人影响结
果

表达和强化自我
提升不妨碍别人

自信的

言语行为模式非语言描述交流的风格

-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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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流的风格

脏话和冒犯性的
语言

对他人的行为进
行评价

明确的威胁或奚
落

紧盯对方

移动，或非常靠近

威胁的手势

响亮的声音

频繁中断

借助别人的表
现自己

有时候损害他
人的利益（观
点）

侵略性的

言语行为模式非语言描述交流的风格

- 积极的（侵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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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流的风格

缓慢的

重复的

消极的

很少的眼神接触

眼神向下

偷偷摸摸的动作

经常性变化身体重
心

做出写划的动作

很小的声音

往往表现出胆
怯和自我否定
的行为

不自信的

言语行为模式非语言描述交流的风格

- 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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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

决定交流的风格的主要因素包含言语行为模式和
非语言模式，你认为哪种更重要？

A.非语言 B.语言行为模式

2.交流的风格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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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语言行为

2.交流的风格

统计表明，谈话中60-90%
的交流由非语言行为完成 身体动作

和姿态
接触

脸部表情 眼神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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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语言行为

2.交流的风格

统计表明，谈话中60-90%
的交流由非语言行为完成

适当的眼神接触

合适的语速、安静的语气

防止打哈气

身体动作
和姿态

接触

脸部表情 眼神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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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语言行为

2.交流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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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听的风格

2.交流的风格

欣赏的听众以一个轻松的方式倾听。

善解人意的听众通过关注演讲者的肢体语
言和表情来解释消息。

全面的听众能够组织各种具体的想法，并
这些想法集成起来，通过关注它们之间的相
互关系得到整体思路。

挑剔的听众试图了解的主要信息，确定重
点。

评价型的听众通过分析和争论，试图挑战
所听到的想法。

每种风格都有它的位置取决于实际情况。

-接收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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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测试

在面试中，面试官目不转睛地盯着小明，小明则
不断点头表示理解，并俯身向面试官。小明的非
语言沟通——

A.有效的，他做了所有的事

B.太过度，他会让人不舒服

C.很好，他就不应该俯身

2.交流的风格

答案：B。眼神接触间断是好的，太多会出现恐吓。不断的点
头传达了一个讯息，即小明是不是真的理解？他应该稍微倾向
于讲话的对象，但不要太多，否则就顶在别人脸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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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媒介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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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的渠道

 小道消息

 流动消息

3.交流的渠道

 垂直上下的组织

 水平组织

 组织与外部

-非正式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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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正式的渠道

3.交流的渠道

 小道消息：包括几乎所有媒体

 流动消息：传达人在某一
路线上与人交谈

Y

D

C

B

A

单向链——一个告诉另一个

A
JB

D H I

K

F

GE

C

流言模式—一个告诉所
有人

A

F B D

J

H
CE

K

G I

X

概率模式—一个人随机
告诉他人

A

C

D

F

J

IB

聚类模式—一些人传播
给各自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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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测试

判断正误

1.小道消息的准确率只有30%。

2.小道消息比正式沟通渠道的动作更快。

3.管理者应该尽量控制或阻止小道消息，因其对组
织的负面影响。

3.交流的渠道

（错，它是75%的准确）

(对)

（错，管理者应该影响和监控小道消息
减少传播不实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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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言控制实例

3.交流的渠道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1, 3, pp. 484-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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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表达能力

- 事件的复杂性

4.交流媒介
两个重要因素

媒体能够携带的信息量

反馈的快慢

表达的形式

交流的渠道

包含的内容

事务的类型

沟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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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表达能力

- 事件的复杂性

4.交流媒介
两个重要因素

媒体能够携带的信息量

事务的类型（解决问题的性质、规模…）

沟通的需求（反馈的快慢，流程顺序…）

反馈的快慢

表达的形式

交流的渠道

包含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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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与媒体效率模型
4.交流媒体

低

精简

媒
介

的
表

达
能
力

丰富

问题的复杂程度 高

过载区

过度简化区

客观的静态媒
体（例如：官
方网站）

主观的静态媒
体（个人主页
,weibo）

交互性媒介（Email）

面对面

实时交互性媒介（
QQ，微信，skype

）

工作会议

大会



© Copyright RMEC 2009-2021

低

精简

信
息

的
丰

富
程
度

丰富

问题的复杂程度 高

过载区

过度简化区

主观的静
态媒体（
个人主页
,weibo）

实时交互性
媒介QQ，微

信）

面对面

客观的静
态媒体（
例如：官
方网站）

- 选择媒介
4.交流媒体

根据处理信息的复杂度和丰富程
度选择媒介

对于特定问题，介质表达能力太
丰富或太简单都会产生无效的沟
通。

交互性媒
介

工作会议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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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媒体

- 即时通讯软件

- 电话

- Web

- …

4.交流媒体-选择介质
- 电子邮件

- 论文/技术报告报告

- 幻灯片

-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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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时通讯软件同样不是保密的交流通道

- 可以用于处理事务性的交流

4.交流媒体-即时通讯软件

1. 及时回复（记住微信/QQ叫做即时通讯工具）

2. 仔细阅读，避免误解

3. 知道何时停止

4. 如果需要更详细（更长）的讨论请用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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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的交流渠道

- 效率高

- 充分的考虑时间

4.交流媒体-选择介质

电子邮件是一个推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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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为电子邮件是保密的交流通道

- 不要使用电子邮件处理复杂的事情

4.交流媒体-电子邮件

1. 避免草率

2. 保持专业和礼貌

3. 保持简练、清晰

4. 小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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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为电子邮件是保密的交流通道

- 不要使用电子邮件处理复杂的事情

4.交流媒体-电子邮件

1. 避免草率

2. 保持专业和礼貌

3. 保持简练、清晰

4. 小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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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与报告的撰写是本科生的重要技能

4.交流媒体-论文与报告

本科阶段是科研的起始阶段

大学正在从传统的知识仓库转变为交
互式知识生产中心

发表有意义的论文能够使社会和个人
同时收益

- 如何开始写一篇论文/报告 想法

差 好

（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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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写作方法

4.交流媒体-论文与报告

简介(Introduction)

方法(Method: experiment, theory, 
design, model) 

结果(Results)

讨论(Discussion + Conclusions)

IMRaD

标题

摘要

参考文献

相关工作问题

实例是你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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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应只有一个清晰、明确的idea

4.交流媒体-论文与报告

标题 (1000个读者)

摘要 (4 句, 100个读者)

简介(1 page, 100个读者)

相关工作 (1-2 pages, 10个读者)

问题(1 page, 10个读者)

你的idea (2 pages, 10个读者)

所有细节 (5 pages, 3个读者)

结论和未来工作 (0.5个读者)

 通常最后完善摘要

 会议的组委会成员根据摘要决定
是否阅读相应的文章

 四句话结构

1. 阐述问题

2. 阐述重要性

3. 你的方案能怎么做

4. 将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
目标、产生的效果

许多论文写得不好，很难理解。这导致很多好的思想也不能被广泛地传
播。本文提出的简单的指导原则可以极大地提高你的论文质量。这将使
你的工作得到更多的应用，也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反馈来改善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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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头报告的目的

4.交流媒体-口头报告

你的工作=汉堡

你的报告=汉堡广告

千万不要混淆二者

为观众提供一个直观的印象—
—你的工作思路是什么

去让观众有动力阅读你的文章、
报告

激发观众（让他们清醒-__-）

给出清晰的、总结性的陈述
（不要让观众帮助你总结）

随时准备回应听众的问题（准
备隐藏的ppt提供细节）

你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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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讨论

5.交流准则
不能好好讨论是人类的通病

例子 科学网【http://t.cn/RVqlQ8a】他依然认为，别人重复不了，
细胞污染的可能性最大。至于韩春雨此前曾表示有人成功重复了
他的实验，到底是谁，他仍说暂不方便透露。“请求大家再有一
点耐心。我还是之前的说法，很快将会有新的消息。”韩春雨说。

桜町风俗店长：你们不懂了吧，就是
要污染了才能做出来，做不出来是因为
污染的不够！

nanoxzhu：科学网前几天不还在洗白
吗，呵呵呵呵

达尔文的鼠夹：坐等切腹

草贼1：回复@放养在怀柔山区的
Leafy:那13个怎么了？他们也没有说韩
就是造假了。他们只是说自己重现不了。

泳姿多样但游不快的Leafy：回复@
草贼1:质疑也没关系，抱团干嘛？

泳姿多样但游不快的Leafy：回复
@草贼1:你这是有罪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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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讨论

5.交流准则
不能好好讨论是人类的通病

例子



© Copyright RMEC 2009-2021

- 如何讨论

5.交流准则
不能好好讨论是人类的通病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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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讨论

4.交流准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

亨利·马丁·罗伯特（1837-1923）

不得进行人身攻击

不得质疑他人动机、习惯或偏好

辩论就事论事，以当前待解决问题
为限

遵从规则

使用逻辑与数据

选择合适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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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议事规则
最基本的规则

5.交流准则

不得进行人身攻击

不得质疑他人动机、
习惯或偏好

辩论就事论事，以
当前待解决问题为限

动机不可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
所在，强调动机将将导致偏离议题

用当前问题之外的论据讨论当前话题，
是开启了新的话题，并不能解决问题
本身。

真正遵守罗伯特议事准则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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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说理

5.交流准则

不歪曲观点

善用演绎与归纳

明确可能与必然不等价

时间顺序和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

使用逻辑

数据说话 给出数据和可信的来源

不假托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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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方法

5.交流准则

使用逻辑

企鹅是鸟

鸟会飞

企鹅不会飞

企鹅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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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方法

5.交流准则

数据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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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是传递知识/观点的重要环节

- 交流中的障碍来自很多方面

- 交流中的非语言和语言模式都非常重要

- 选择有效的信息传播/交流模式

- 遵守交流的规则

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