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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沟通”优化高中学生会工作 
戴晓勇 

（鄞州姜山中学 德育处，浙江 宁波 315191） 

摘  要：从学生会干部小群体出发，利用案例分析，分别从控制成员行为、激励成员进步、表达真实情感、

流通有效信息等四个方面通过“有效沟通”达到学生会工作最优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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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干部作为学生中的佼佼者，对学校各项工作

的开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发挥每位学生会成员

的 大作用是管理者必须掌握的一门艺术。 

有效沟通有三个角度，对上沟通，对等沟通和对下

沟通，作为管理者与学生会成员的沟通主要是对下沟通。

对下沟通有四个目的：控制成员行为（contuol）、激励

成员进步（encourage）、表达真实情感（express）、流

通有效信息（circulation），[1]3这四点可以简称为CEEC。 

一、控制成员的行为 

沟通的第一个目的是控制学生会成员的行为。在沟

通中必须明确所有的关键，比如时间、地点、人物、事

项、衔接的节点等。对于有些会议，我们甚至要把会议

的主要内容、发言的顺序告知学生干部，以达到全程掌

控、提高效率。 

如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往往会这样通知学生：“××

部长，你把你们部的××同学叫过来。”这样的任务布

置往往会出现偏差，应该明确的告诉学生：“××部长，

你把你们部的××同学叫过来，10 分钟后我在办公室等

他。如果他不在，请你在中午前必须通知他，下午第一

节课课间我在办公室等他。如果始终无法通知到，请你

和我说一声。” 

同时，笔者认为要达到有效控制成员行为的效果，

还必须注意“共鸣”，也就是双方都认可。我们在沟通

中要想达到这一点就应该从学生干部的角度出发，以学

生干部的需求来制造双方的共同点。这样就能保证“有

效作用”的持久性。 

开会时笔者常常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许多同学都不

肯往前排就座，往往等组织人整理会场并高喊“后三排

的同学请坐到前面来”，才有一部分同学很别扭地往前

坐。有一次开会，笔者让各位主席、部长坐到第一排，

并明确第一排不是普通成员能坐的。这次以后，第一排

成了一种象征。而其他的同学也就能跟着部长往前坐了。

还有一次，在班干部培训班的学习会上也出现了这样的

情况。笔者并没有整理会场，而是说了一个职称规则：

前排的位置优于后排，右侧的位置优于左侧。因为座位

有着特殊的含义，既是地位的象征也是向上级展示自己

的平台。随及，笔者给他们 1 分钟时间，让学生重新选

择。1 分钟后，前排所有的位置都坐满了人。 
二、激励成员进步 

沟通的第二个目的是激励成员，也就是改善成员的

工作绩效。[1]4每个学生会成员都是一面小旗子，管理者

就是一根串接旗子的绳子，整个学生会就如同一条彩旗

带。管理者要把工作做好，就要主动成为那根绳子，让

学生会成员能跟着你的要求走，达到工作效果的 大化。

所以，管理者不是天天开会，也不是冲在第一线，而是

要把成员的工作衔接起来，让每一个成员都找到自己的

岗位，让每一个岗位都发挥 大的价值。 

一次大型活动，学校需要挂置三角旗。开始一团糟。

20 分钟过去了，还没有一条旗子挂上去。于是笔者把宣

传部部长叫过来，问她在干什么。部长告诉笔者她在整

理旗子，笔者向她明确：“部长的身份不应该去整理旗

子，而是应该去沟通，去不断地去提醒成员该干什么，

怎么干。”30 分钟后工作完成了，部长向笔者作了总结：

“我对我们部门的同学进行了分组，确定了每组的工作

内容，并限制了时间。我只做指挥，谁出了问题，我跟

他讲，哪一组进度不够，我去催。”指挥者唯一的工作

是不断地督促，让成员不断改进， 终很好地完成一个

团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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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达真实情感 

换一下角度，对上沟通，对等沟通和对下沟通，作

为管理者与学生会干所谓的表达情感就是和成员一起分

享工作上的满足感和挫败感。[1]6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清楚

的表达了我们的需求：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

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2]这

个需求层次和我们的工作激情是成正比的，所以要激发

学生会成员的工作激情，就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高层次

需求。对于学生会成员来讲有三个忌讳：把他们当苦力、

用退会来威胁、小恩小惠的施舍。他们 想得到的是自

我价值的实现。当然按照我们的思维习惯，往往会对一

些失败的工作开总结会，大家都做自我检讨；而对于成

功的工作，只是用一声“好”代替了所有的总结。这不

利于调动学生会干部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学生工作经验

的积累。既要分享挫败感，也要分享满足感。 

有时学生会成员充当的角色确实就是一个体力劳

动者。学校开运动会要布置场地。第一次工作结束时，

笔者对他们进行了口头安慰，很多同学发牢骚。第二次，

同样的工作结束后，笔者以物质奖励，但学生们也很不

领情。第三次工作结束时，笔者让所有人到操场草坪上

围成一圈开了个总结会。首先，笔者向他们表示了感谢，

他们给以掌声。然后笔者让每位同学都谈谈自己对今天

工作的看法的要求。同学们你一言我一句，有说好的，

也有说不足的。10 分钟后笔者做了总结：“在今天的工

作中，第一我们学会了如何布置场地；第二我们学到了

如何在团队中站好自己的位置；第三，也是 重要的，

是我们学到了只有通过不断的总结才能不断的进步的道

理。下面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自己。”同学们的掌声

非常的热烈。三次活动的对比非常明显，第一次，没有

任何的分享，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第二次，有了物质

上的分享；第三次，有了精神上的分享，让学生发现了

工作的意义，从而改变了学生对待工作的态度和评价。

这就是分享工作上的满足感和挫败感带来的意想不到的

效果。 

四、流通有效信息 

工作中 重要的资源就是信息资源。管理者要不停

的吸收信息并高质量地消化。这就涉及到一个信息管理

问题。信息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控制信息流向，实现信息

的效用与价值。[3]一个人的精力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

对所有的信息都进行采集、整理、吸收，所以，对有效

信息进行交流就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了。 

每一年，学生会的分管老师都要对新来的同学和新

上任的学生干部进行培训。比如干什么，怎么干等等。

有的也采用新老结对方法，但仅仅是工作上带一带，很

少留下翔实的书面材料、深刻的总结。同时，很多学生

干部的工作岗位也是不停变化的。所以，对学生会信息

资源的有效流通就成为促进学生会工作的重要条件。 

如一位纪律部长在改选中，从工作能力到人缘，同

他的竞争者都有差距，他落选了，但他把部门的工作要

点整理好了交给了继任者。新任部长得到了以前的工作

资料，很快全面带动了纪律部的工作。笔者给这位老部

长作出了评价：一位非常负责的人，一位会为团队考虑

的人，一位懂得信息积累和交流的人。随后，他得到了

一个更好的岗位：学生会办公室主任，专门负责对学生

会各部门进行工作记录和监督。一位懂得流通信息的人，

应该有更广阔的天地。 

对“有效沟通”运用的熟练程度会影响工作的有效

开展，我们必须从学生干部的实际需求和实际工作出发，

找到沟通的切入点，把握沟通的深度，从而达到有效工

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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