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绩效团队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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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沟通与冲突处理

• 三、建立核心价值观

• 四、员工的敬业精神



在这个社会上，再聪明的人
也有你过不去的坎。

五味相调才能做出美味佳肴

六律相和才能奏出动人乐章

团队合作才能产生共振双赢

一、对有限性的认知



不要把团队成员看作是竞

争者，他们是你的合作者，相
互完善比相互竞争更重要。

一般人看事情多用二分法：非

强即弱、非胜即败。其实世界之大，

人人都有足够的立足空间，他人之

得未必就视为自己之失。



尽管人们习惯于独赢的成就感，
但是这个世界上比你聪明的人有的是，
与其冒着失败的风险去追求独赢，不如
与他人一起分享胜利。

一个人可以了解宇宙，却不一定
了解自我。有时候，自我是比任何
星星都遥远的个体。



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无知：粗浅的无

知存在于知识之前；博学的无知存在于
知识之后。

只有愚蠢的人才轻视别人，

而他们轻视别人，一半出于无知，
一半出于还不了解自己无知。



二、沟通与冲突处理

• 1、积极的倾听

• 2、宽容与尊重

• 3、恰当地妥协



这个世界

上并不缺少沟
通，缺少的是
有效沟通。



沟通是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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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示



交流的目的是让对方明白你

的意思，交流的意义来自于对
方的回应。沟通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一种感知。

倾听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

事情，因为我们老是以自己来
衡量世界。



产生分歧往往不是由于争

论者看到了不同的东西，而是
由于他们强调了不同的东西。

是非分明是以知识有限为

前提的，知识越有限，是非越
分明。



一个人的认知水平越有限，其

想法就越单一，表现就越固执。

面对不同意见，异常敏感、自

尊，拒绝反省、倾听与学习。甚至
演变成过分的偏执、执拗。



假如认知低的人个人构念是A，那

么认知高的人个人构念就是集合X（A、

B、C、D）。

如认知水平低的人固执地认为读书

上大学没用，还不如一个上小学没毕业
的人赚钱多，其衡量标准：钱。

认知水平高的人，衡量标准除钱外，

还有工作机会的选择，自身潜力的挖掘，
精神趣味的提升，多元化的学习等。



如果先将人划分为反对或敌对的关

系，那人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就不是调解
利益冲突，而是是非、对错之争了。

自认为正确的一方必须压倒错误的

一方，对手也不需要被尊重，权利也不

必得到保障，二者没任何的信任关系可
言。



沟通过程中类似的言语



消极或不作为一旦左右了一个人的思维，

那么他的行为就会被无聊所支配，就会受到
盲目的、紊乱的、任意的思维方式所主宰。

此时，大脑就不再是创造新思维的工具，
而是产生扭曲、幻觉和惶恐的工具

他的创造性意识将会随着不作为而被蚕
食鲸吞。



有效交流的基础是展示自己，

展示差别，澄清内心假设，由信

己变为信人。

有效交流



和谐的团队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之上

的，差异就是不一致，不一致的外在表

现就是冲突。

在一个团队里，我们不是要消灭冲

突，而是提高我们驾驭冲突的能力。

和谐团队



表达技巧：将“但是”换成“也”

•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

–他是指你说的没道理。

• 若把“但是”换成“也”，这么说：

–“您说的有道理，我这里也有一个满好的
主意，不妨我们再议一议，如何？”



表达技巧

• “我感谢你的意见，同时也”

• “我尊重你的看法，同时也”

• “我同意你的观点，同时也”

• “我尊重你的意图，同时也”



最简单有效的人际沟通要诀



类似有效的过渡语



2、宽容和尊重

• 团队的意义在于差异性，而不在于同质
化

• 看别人不顺眼，首先是自己修养不够

• 你的胸襟有多大，你的影响力就有多大



“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

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
泰）

尊重对方作为一个人的说话权利，
是一种对人的尊严的尊重。

要让所有人敢于代表自己的利益
说话，同时也应对不同的意见持宽容
的态度。



3、恰当妥协

• 纯粹倾听，不带批评

• 接纳差异，不作指责

• 肯定别人独特的品格

• 多往好的方向去看

• 以关怀之心告诉别人你的真正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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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善于妥协的人，就不善于谋求事业的
成功

• 不善于妥协的人，就不善于谋取生活的
幸福

• 不善于妥协的人在工作中互相较劲，两
败俱伤，

• 团结和谐的工作是以妥协为原则的，来
调节矛盾，使大家保持协调的。



妥协如何在冲突的背景下产生？

• 两种可能：

• 一种是人们意识到妥协后能够带来更大
利益而妥协；

• 一种是人们发现妥协能够减少利益损失
而妥协。

• 人们更容易发现的非常可能的是后者：

• 因为危险比利益更显眼，毕竟安全是利
益的前提。



• 这既不是世界末日，也不是天国降临，
仅仅是一个“关键时刻”而已。无论如
何，生活还要继续……

• “做大丈夫，要刚强，但不要刚硬”

• 人生能有几回赌，但人生又经得起几回
赌？



这世上不是被爱得愈多的人，
愈懂得回报爱。反而是爱得愈多
的人，愈会加深地去爱。

• 过去为你做过事情的人，将来更有可
能帮你！你已经赢得了他。

• 社会心理学：信息固化或信息粘着



• 人们的爱，往往并不一定起于别人爱自
己之后的回报，却可能由于自己最先的
奉献与牺牲。牺牲愈大，爱得愈深。

• 对团队管理的启示：团队面临危机时，
坚定地与团队共同渡过难关的员工更可
靠，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为这个团队付
出了。付出愈大，爱之愈深。



三、建立核心价值观

• 对团队成员而言，价值观一旦冲突且无绝
对对错的情况下：

• 核心价值观能够使其内含元素的排序问题
得以解决，从而形成凝聚力。

• 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关键是“故事”的确立



核心价值观

• 为了生存，人必须采取行动；为了采取行
动，人必须做出选择；为了做出选择，人
必须有明确的价值观

• 没有一个明确的核心价值观指引，伴随人
成长的将是焦虑、迷惘甚至恐惧，感觉自
己将在空虚、矛盾甚至谎言中度过

• 同时又感觉无可奈何，无所适从

• 精神无力症（不作为，心理不健康）



核心价值观

• 核心价值观对于一个团队就类似于一种健
康体魄所必需的维生素。

• 每一个团队都必须摄取最基本的维生素，
尽管无需严格控制一套绝对的食谱、具体
的食物或烹饪的习惯，也尽管不同的人对
各种美食的口味要求不同。



团队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 1、成员结构复杂，核心价值观能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凝聚人心。

• 2、多元价值共存，核心价值观能规范、引
领和主导。

• 3、价值缺失和偏离，核心价值观能培育、
强化和纠偏。



1、使命故事

2、系统改造

3、趋势掌握

4、事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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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员工的敬业精神

• ①不用别人告诉你，就能出色地完成
工作，这种人总能得到最高的奖赏，
包括荣誉。

• ② 别人仅告诉你一次，就能圆满地完

成任务，这种人会得到很高的荣誉，
但不一定总能得到相应的报偿。

• ③别人告诉你二次，你才会去做。这
些人不会得到荣誉，报偿也很微薄。



做事的态度与报偿

• ④有些人只有在形势所迫时才能把事情
做好，他们得到的只是冷漠而不是荣誉，
报偿更是微不足道。这种人是在磨洋工。

• ⑤ 还有些人，即使有人追着他，告诉他

怎么去做，并且盯着他做，他也不会把
事情做好。这种人总是失业，遭到别人
蔑视也是咎由自取。



职业道德

• 在一个职业分工的社会里，每个人的付出
与最后所得并不具备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

• 每个人劳动的价值都与其他人劳动的价值
有关，同时我们每个人又都影响着其它人
的劳动价值

• 所以做好自己的这份工作决不仅仅是个人
的事情，还涉及到对他人劳动贡献大小的
直接肯定与否定，由此影响到整个组织的
成功与否



职业道德

• 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工作质量差给自己
带来了损害，然而却很少有人反躬自省
一下自己是否也在这样做

• 共同创造了一个低质量的环境供自己生
活

• 任何高技术的成果都会被每一工作环节
中的低质量吞噬殆尽。

• 做好自己的工作具有非凡的职业道德



• 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主动，选择卓越？

• 请相信：用我们的忠诚与热情，用我们
的主动去追求卓越，世界会给你以厚报
的，既有金钱也有荣誉。



心态和命运的关系

• 心态变，态度变；

• 态度变，行动变；

• 行动变，习惯变；

• 习惯变，人格变；

• 人格变，命运变；

• 命运变，人生变。



“他 律” 与“自律”

• “他律的规定性”：做某事是为了其他
事情，再为了其他事情，如此等等

• 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某些外在于我们而给
定的目的去行动，

• 我们成了自己所追求的各种目的的工具，
而非主人。



“自律”与“他 律”

• “自律地行动”：根据自己给自己订立
的法则而行动

• 做事是为了自身的目的，不再是那些外
在于我们而给定的各种目的的工具。

• “自律地行动”，赋予了个人以特殊的
尊严

• 目标、理想、信仰的确立



（1）能直接控制的（涉及自己的行为
的问题）

（2）能间接控制的（涉及别人的行为
的问题）

（3）不能控制的（我们无能为力的问
题）

我们遇到的问题不出三个领域：

←改变我们的习惯来解决

←改变我们施加影响的方式来解决

←负起责任来改变我们的表情和态度，学会接
受它们，而不是被它们所控制



关心圈

影响圈

关注圈
特点：
你能够关注到的
目前你不能解决
的
别人的事
举例：
公司的体制问题
老板/上司的性
格
同事的工作态度
……

影响圈
特点：
你能够关注到
的
目前你能够解
决的
自己的事
举例：
你的工作态度
你的情绪管理
你的微笑
……



员工对待工作的状态

• 就业：求生存，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 职业：求双赢，承担相应的责任

• 事业：求发展，自我价值的实现



做事业能不能成功，靠的不是高学历而是
你究竟热不热爱这个事业，做事业真的需要崇
高的理想。

很多人选择一个专业，就是为了毕业后能
去一个待遇好的地方，其实这种对自己的职业
应付的态度，决定了他只是一份工作，而不是
事业，事业都是一群有理想的人才能做成的。



真正的信仰是内心的一个目标，一种态度，
人在其中存在。它靠的是内心对自我神性特性
的体验来肯定并确认自我的。

信仰一词，在希伯莱语（emuna)中，意思
是“确信”，其实，我们所说的阿门的意思是
“肯定”。

理想，一种合理、中道的对未来的设想，
既如此，就未必一定能实现，但有了理想，每
走一步，都是对自己人生的确认或肯定



真正的信仰不是由某个惑人的对
象引起的迷狂状态，而是一种复杂的
“精神状态”，一种深刻的“存在的维
度”，一种你要么有、要么没有的内在
引导—如果有的话，可以将你的整体存

在提升到更高的存在的高度。

--西班牙当代著名作家哈维尔



敬业精神

• 热爱生命一样热爱工作
– 生命的价值在于职业

• 工作中比薪水更重要的
– 珍贵的经验

– 良好的训练

– 才能的表现

– 品格的修养

• 先想想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



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德语
中的“Beruf”一词或英语中涵义更清楚的
“Calling”一词，至少暗示着一种宗教观
念，即上帝安排下的任务的观念。

“天职”（ Calling）一词的涵义（具
有一种终身使命，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
意义）。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



“去圣化”与“再圣化”

• “去圣化”：什么都无所谓，都是自然
而为的事，从而使事物本身失去了诗意

• “再圣化”：一个神圣的东西，能看到
他的象征价值，诗意一样的存在。
– 如解剖大脑，如果学生没有敬畏之心，把大
脑仅仅看作一个具体的事物，肯定会使大脑
有所损伤的。



敬业，就是尊敬、尊崇自己的
职业。一个人如果以一种尊敬、虔
诚的心灵对待自己的职业，甚至对
职业有一种敬畏的态度，他就已经
具有敬业精神。

工作是看得见的爱，通

过工作来爱生命，你就领悟
了生命的最深刻秘密。



卓越就是比别人更为执着；

卓越就是比别人更敢于冒险；

卓越就是比别人更富于梦想；

卓越就是比别人有更高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