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沟通－克服弱点－构建和谐高校环境 

——香港和内地高校在沟通上的比较 

 王忠明 
  浙江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党办主任 副研究员 

 

【摘    要】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交流。良好地沟通可以促进人们互相的了解，

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有效地克服团队内部的弱点，减少团队成员之间的摩擦，使团队效

率达到最佳。高等学校的教职员工之间、教师和管理层之间以及管理人员互相之间都需要很

好地沟通。香港的高校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好的启示。和谐的校园建设，沟通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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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沟通的重要性 

沟通(communication)指信息在人与人之间的传递。它是一种通过传递观点、

事实、思想、感受和价值观而与他人相接触的途径。其目标是使接收者理解信息

的含义。当沟通是有效的时候，它在两人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使他们能够共享

情感和知识。通过运用这座桥梁，双方能安全地跨越因误解而往往使人隔绝的鸿

沟。沟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组织不可能没有沟通而存在。如果没有沟通，

员工就无法了解同事的工作进度，管理者就无法输入信息，主管和团队领导者们

就无法发出指令。没有沟通，工作协作就不可能，组织就会因此而解体。之所以

不可能有协作，还因为人们无法沟通自己的需要和对他人的感受。所有沟通都会

或多或少地影响到组织。沟通有助于使所有基本的管理职能--计划、组织、领导

和控制--从而使组织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并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 

沟通能促成更高的绩效和工作满意感。人们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工作并体验

更多的参与感。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的高度聚集地，广大教职员工和大学生、研

究生的内心世界都极为丰富，如果教职员工和学生知道学校、学院面临的困难，

并且明确管理层将怎样应付这些困难，大家齐心协力，通常都会通过合作，很好

地战胜困难，使学校得到更好的发展。 

2、 香港高校在沟通方面的一些做法 

香港的高等学校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注重人性化的管理，在大学管理的各个

环节中，以人为本，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原香港教育学院教授、现任香港兆基创意书院校长叶建源在谈到与教员的沟

通时说，认为沟通能消除管理层和教师、教师之间以及上下级之间的摩擦，增进

了解，克服各自的弱点，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能力，为今后更好的工作打下基础。

在香港兆基创意书院的管理中，沟通贯穿于各个环节中：在招聘员工过程中，通

过沟通，员工了解工作单位的状况和发展目标，而兆基学院也了解新员工的工作

能力和工作思路；在阶段的工作考核中，让员工了解工作目标的完成状况和今后

的新目标，也让学院了解员工的期望和工作中的困难，同时通过员工之间的相互

交流和沟通，了解各自的方向和工作完成情况以及相互的优劣；在与试图解聘员

工的沟通中，了解员工对现行工作的不满（在员工不愿意留的情况），同时单位

对员工目标完成的差距（在单位要解雇员工的情况），并能进行申辩和解释。因

为根据香港的法律规定，员工必须清楚地了解他的工作目标而完成不好，单位才

能有理由解雇员工。 

香港理工大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则注重随时的沟通和交流。人力资源管理

处根据等级制度，设立权限，根据权限访问学校人力资源管理网站。教师和行政

人员根据自己的密码访问人力资源网站了解学校的方针政策和学校动态，同时了

解自己的个人信息。通过人力资源网站，员工和学校及时沟通，如奖励和处分、

薪酬的调整、加分和减分、请假和假期时间以及请假的批准情况等。 

香港的大学非常注重教师之间、管理层和员工之间以及员工相互之间的沟通

和交流，最明显的是表现在招聘员工的面试和年度工作的考核中。比如香港教育

学院，他们通常会在新员工的面试中，详细的了解被招聘员工的状况和真实想法，

以期能够达到双方都能明白对方的用意，让招聘和被招聘双方都能满意。在香港

浸会大学的年度工作考核和职务晋升中，也总是经过多次的沟通和交流，最终达

成一致的意见。这样的交流，为单位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3、 内地高校在沟通方面的现状 

应该说，我们内地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正在不断的完善，正逐步同国

际接轨，各项制度正在逐步的建立之中。但在形式不断完善的同时，内容没有更

好的配合，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从内地企事业单位的发展情况看，我们这几年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在沟通和



交流方面已经有了较为完善地发展。高等学校的步伐尽管滞后于许多外资企业，

但在形式上已经在不断的改革中。比如招聘教师及员工的面试制度，职务职称工

作中的述职报告，年度考核工作中的背靠背、面对面的交流和评比等。有的高校

在沟通方面做得比较好，教职员工对学校的政策和改革措施积极配合，对学校的

发展积极献计献策。但也有一些学校中，学校内各方面的交流和沟通比较弱。很

多时候，我们还是局限于单向的信息流通，比如招聘教师，我们让应聘者述职，

然后决定是否录用。我们说沟通总是涉及到至少两个人--传播者和接收者。单独

的一个人不可能进行沟通。只有靠一个或更多的接受者才能完成沟通。但这种对

接受者的需要却往往被那些向员工发出信息的管理者所忽视。他们往往以为，当

他们的信息发出去后，他们就已经沟通完了；而实际上这只是沟通的开始。学校

招聘单位应当告诉应聘者，有哪些方面应该改进和完善，我们还需要你哪些方面

的才能。这样，应聘者会知道自己的不足和努力方向，会心悦诚服。 

在学校年度工作考核中，我们许多时候，教职工和管理层常常都不很重视，

过过形式，草草了事。没有真正很好地去沟通，领导层没有时间更多地了解广大

教职工的真实想法，同事间没有相互理解各自的思路和想法。领导层和教师都没

有很好地去思考互相的工作和学习，思考今后如何去提高我们的教学、科研和管

理能力，为学校的发展更上新台阶。 

我们管理者可能发出了成百条信息，但如果没有被员工听到、读到或理解，

就谈不上沟通。高等学校的改革措施要贯彻下去，学校管理层应当和广大教职工

充分沟通，充分酝酿，才能得到大家地理解和支持。我们现在有的高校的领导和

普通教职工的面对面接触少，不太听得进群众的意见，以至于常常有教职工对学

校的改革措施不理解，发牢骚。影响了学校、学科的发展。 

有效的沟通在学科团队的运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成功的团队领导应当

把沟通作为一种管理的手段，通过有效的沟通来实现对团队成员的控制和激励，

为团队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因此，高等学校的学科团队成员应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克服沟通障碍，实现有效沟通，为个人和学科团队的共同发展而努力。 

4、 构建和谐高校环境需要加强沟通 

沟通是一剂良药，将梗在人们心中的刺软化、消除。沟通是一场知时节的春



雨，让事态发展得更完美。国家与国家之间需要沟通，民族与民族之间需要交流，

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交流和沟通。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放眼世界的高等学校： 

首先，从学校管理层和普通教职员工要加强观念的更新，养成经常沟通和交

流的好习惯。中国是一个含蓄的民族，凡事都讲究尽量少说。在这样一种氛围里，

我们更应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通过沟通，消除自身的弱点，提高自我的素质

和能力；通过沟通，消除学校管理层和群众的隔阂，提高改革政策的执行力度；

通过沟通，消除教职工之间的内力，提高团队凝聚力，提升团队竞争力，为学校、

学院和学科更好地发展提供动力；通过沟通，增加学校、学院和优秀人才之间的

相互理解，为高等学校的和谐发展提供基础。 

其次，高等学校要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和氛围，管理人员和广大教师、学生

都应开阔胸襟，创造一个各自之间常常能沟通的环境，敞开心扉，相信他人的诚

意，让大家都能有机会了解自己并发表每个人自己的真实想法。知识分子往往不

喜欢表达自己的思想，制订一系列好的沟通机制，开通沟通渠道，并逐步形成一

个好的沟通氛围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磨刀不误砍柴工”，要乐于为沟通花费时间。我们许多人认为工作

太忙了，实在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地交流和沟通。其实这样失去了许多了解自

己、完善自我的机会，有效的交流和沟通能产生新思想、新思维，能使自己的工

作和学习少走弯路、更有效。因此领导干部和管理层要带头面对群众，走出办公

室，能放下架子，与教职员工平等对话。要有能听得进反对意见的肚量。这样就

在广大教职工当中形成一种能说反对意见、能指出他人优点和不足并接受他人的

表扬和批评的良好的沟通气氛。这样，许多人就会更了解自己，许多事就会更顺

利，更少走弯路。 

沟通让世界充满阳光，让生活充满快乐。只要我们积极沟通，我们的发展就

会充满动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一定能构建一个“心齐、气顺”、

和谐的高校发展环境，为创建一流大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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