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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
、
能源和材料是构成物质世界的三个基本要素

，
在现今高科技时代

，
信息

比能源和材朴更为重要
。
在学生工作过程中

，
学生工作信息贯穿始终

，
本文对学生

工作信息的特征
、
形式等作 �比校全面的论述

，
这对提高学生思想品德

，
对 学生培

养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效益
� 。

信息
、

能源和材料是物质世界的三个基本要素
。

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比能源
、

材料更为重

要
。

信息意为生物以及具有自动控制系统的机器通过感觉器官和相应的设备与外界进行交换

的一切内容
。

从社会角度来说
，
信息是人类认识器官所能感知的一切有意义的东西

。

信息系

统 由信源 �常称为传播者�
，
信息的接收者

，
对接收者传有的信息和传递的途径及 方 式 组

成
。

学生工作是学生工作者通过语言
、

文字和非语言方式 �如动作
、

姿态
、

类语言� 向学生

传递信息达到对学生了解
、

说服
、

宣传教育等目的
。

同时学生的精神和物质境界又通过某种

信息表达的途径和方式传递给学生工作的同志
。

在学生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信息称为学

生工作信息
。
积极的学生工作信息不但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
端正学习态度

，
热刚

劳动
、

形成良好的遵法守纪的自觉性
，
而且能给学生和从事学生工作的同志开扩视野

、

增长

知识
，
培养和加深师生感情

。
因此

，
学生工作信息对培养德

、

智
、

体全面发展的大学生和对

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着积极作用
。

一
、

学生工作信息的特征

学生工作信息普遍存在于学生工作之中
，
学生工作诸如大会动员或宣传

，
个人谈心

，
布

置任务
，
组织活动等

。

这些运动形式都是通过信息表现出来
。
正如有人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属

性
，
信息是运动的外化

。
所以

，
学生工作信息是学生工作的普遍形式

。

学生工作信息是一种新的
“
物质

” ，
它是工作中的事物

，
工作者和学生意识成份按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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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待殊方式溶合而成的
，
是一 种

“
客观而不实在

” ，
为东西

。

它既不能归结于学生工作中的事

物和意识
，
也不依赖于学生三工作中的事物和意识的

“
新质

” 。

它 表 现 为
“
事物” 信 官

、

�意

识
” ，

或
“
意识�信息�事物

” 的运动形式
，
但又不是独立于事物和 意 识 之 外 的

“
第 二

态
” 。 “

意识�信息�事物
”
与

“
事物” 信息�意识 ”

互为反作用
。

这些作用效果不但体现

了学生 工作的效果
，
同时反映了大学生的精神境界

、

文化素质
、

心理索质等
。

学生 卫作信 自
、

的特征是 由信息的木质和特征所决定
，
它大致表现如下儿点

�

�
�

真伪性 真伪性或者说可信性和不可信性
。

学生工作者为人师表
，
虽说不可能有欺骗

学
厂
巨勺目的和意图

，
但是

，
如何提高学生对工作的同志发出的信息可信是一个极为玉要的问

题
。

另一方而如何判别学生发出的信息可信与否是做好学生工作的重要因索之一
。

如有位学

生 仃
了

饭窃事件
，
工作同志找他谈话

，
该生采用欺骗的方式向工作同志发出不叮信的信息

。
�

作者若不能判别其信息的不可信性是很难做好该生的思想工作
。

�
�

积极性和消极性 学生
一

�作的同志发出的信息既有使学生积极向上
、

奋龙进取的积极

信息
，
也有使学生一孤不振

、
�匀暴 自弃

、

精神沮丧的消极信息
。

在学生工作中
一

单方面向学生

传播积极的信息固然是好事
，
但

�

是当学生存在问题时
，
也不仅是对学生加以批评和指责

，
向

学生发出消极信息而且要发出积极信息
，
耐心地说服教育

， ‘

帮助引导
，
使学生能正确认识错

误
，
改正错误� 冷静地对待挫折和存在的问题

，
憧憬美好的未来

。

在学生工作中要努力观察
、

接收学生的消极信息
，
发现学生中存在的问题

。

只有对
一

学生

发出的消极信息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掌握
，
才能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

�
�

浓缩性和可扩性 信息的浓缩性是指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言简意赅地表达信息
。

可扩

性是指同一信息在保持原意和达到同一 目的情况下采用深入浅出和加以说明等方法
。

学生工

作信息的浓缩和可扩是由以下条件决定
�

第一
、

信息传递的紧急程度和传递信息所占用的时

间� 第二
、

信息内容的重要性� 第三
、

工作对象对信息的理解能力 ， 第四
、

工作对象对信息

所产生兴趣的程度
。

�
�

重复性 学生工作信息通过重复能使接收信息者加深了解
。

重复可分为二种形式
�

一

种是采用同一种表达方式向接收信息者反复传播 �或称机械重复�
。

如歌曲的反复宣传
，
学

生寝室卫生的定期检查
。

另一种方式是对同一信息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方式向接收信
�

自
、

者 传

播
，
以达到学生对工作同志所发出的信息的理解和掌握之目的

。

如 ����年的政治形势教 育既

采用集中学习的方式
，
又采用分组讨论和个人总结的方式来达到提高学生政治思想的目的

。

二
、

学生工作信息传递的方式

学生工作信息传递方式是根据工作者
、

信息的内容
、

信息的接收者的具体情况而定
。

它

大致可分类为
�

�
�

从语言的角度分
，
可分为有声和无声二种传递方式

。

有声传递是工作者通过发音器官

表达出来的信息
。

无声传递是工作者除通过发音器官外所表达出来的信息
。

无声传递具有二

种表达方式
�

第一
、

利用文字书写的方式， 第二
、

通过姿势
、

手势等辅助语言表达信息所采

用的方式
。

��从学生工作信息传递的组织程度
，
可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二种传递方式

。

正式的传

递方式是指学生工作信息发出者有组织
，
有领导有步骤以达到某种明确的 目的的传递形式

。



诸如组织学生对东欧形势的学习
， 《社会主义若干问题 》 的学习和测试 ，

综合测评 的 评 定

等
。

正式的传递方式是学生工作信息传递的主要形式
。

非正式的是指正式组织以外的所有其

它的组织传递形式
。

它是工作者与工作对象之间自发产生的
。

朋友谈心
，
开秤对弈

，
结伴起

舞
，
集群郊游等都是通过非正式的传递方式表达信息

。

非正式的传递具有轻松 自然
、

约束较

少
、

情感可 以得到充分表露
、

意见可 以自由表达的特点
。

�
�

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来分
，
可分为上行传递

，
下行传递及横向传递

。

�
�

从学生工作信息传递的途径来看
，
有直接和间接表达二种

。

直接表达是指工作者与工

作对象面对面地运用语言和文字符号系统交换信息的一种形式
。

这种方式双方都较容易获取

真实的信息
，
它是学生工作的一种主要形式� 间接表达是指借一个或多个中介来传递信息的

一种方式
，
间接表达较多体现在纤�织活动和传达上级有关政策和文件精神的活动中

。

三
、

如何提高学生工作信息的可信性和表达艺术能力

提高学生工作信息的可信性和表达艺术的能力是做好学生工作的关键
。

因此
，
本文以下

从信息的组成和学生工作信息特征及表达形式出发来阐述如何提高学生工作信息的可信性和

表达艺术的能力
。

�一�如何提高学生工作信息的可信性

学生工作信息是以培养合格大学生为 目的
，
以传达上级精神

，
解决学生中的问题为主要

内容
。
学生对工作信息的可信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学生工作同志的可信性

。

提高对学生

工作同志可信性大致由如下儿方面决定
�

�
�

博学多识 通情达理

为了做好学生
一

工作
，
工作同志需要通晓各种有关的科学知识

，
首先要通晓马克思主 义的

基础知识
，
包括辨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知识

，
政治经济学知识和科学社会主义知识

。

其次需要

通晓现代管理科学的基础知识
。

再次需要通晓现代科学技术
，
通晓心理学

。

学生工作者必须能够通人情达事理
。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
，
人皆有情

，
人与人之间也必然

有和必须有感情的交往
。

事各有理
，
理是事情的关系和事物的规律

。

不懂事物的关系和规律

就不能客观地表达出信息
。

�
�

公道正直 以身作则

工作者待人
、

接物
、

处事都要公道正直
，
无论亲疏一视同仁

。
以身作则对工作者有特殊

意义
。

老师是学生的表率
，
一言一行所表达的信息将给学生带来一定的影响

。

大节当然首先

被人注意
，
就是小节人们也总是不轻意放过

，
总是看在眼里

，
记在心里

，
不断地予以评价

。

�
，

铁面无私 赏罚严明

上面所说的公道正直
，
以身作则主要是对工作者木身的要求说的

。

而铁面无私
、

赏罚严

明既是对领导的要求
，
同时也是对学生的态度

。

工作者执法不严
，
赏罚不明

，
学生就会无动

于衷
，
长期以往就会形成不 良的习惯和风气

。

�
�

多谋善断 灵活机变

所谓多谋就是处理事情
，
解决问题的主意多

、

点子多
，
表达信息的方法多

。

所谓善断就

是能够从多种主意中选择最好的主意来
，
能够从多种办法中选择出最佳的办法来

，
坚决果断

地去实行它
。

换句话说多谋善断就是既能提出多种方案
，
又能善于优选决策

。
所谓灵活机变



指工作同志要善于根据反馈的信息随机应变地决策和随机处理
。

�二�如何提高学生工作信息表达艺术的能力

学生工作信息表达如前所述有许许多多的表达方式
，
它是一门深奥的艺术

，
要正确应用

各种形式来表达
，
传递思想感情

，
布置任务

，
宣传和教育等都必须注意其方式和技巧

。

学生工作信息的表达主要有三 种表达方式
� �

。

书面语言， �
。
口头语言

，
它是最普遍

、

最

丰富
、

最奥妙的表达形式
。
口头语言在学生工作中占居重要的地位

。
�

�

态势语言 �或称人体

语言�
，
它主要配合 口头语言发挥其功能

，
它与人的生活习惯

，
地方风俗

，
行为修养等有着

一定的关系
。

做好学生工作有效地表达信息掌握 口头语言表达艺术是做好学生工作的前提
。

一般地说
， 口头语言表达信息应注意如下几点

�

�
。

情境

影响学生工作信息表达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表达时的情境
，
即谈话的时间

、

场合
、

双

方心境的总和
。

在不同的情境中
，
表达者应采用不同的角度利用口头语言和态势语言进行表

达信息
。

首先
，
表达信息要选择恰当的时间

。

上午是学生授课的时间
。

一般交代任务以及个人谈

心不应在上午进行
。

因为一旦信息表达后
，
学生必然会产生意识

，
导致学生不能集中精力去

听老师讲课
。

其次
，
表达信息要选择合理的地点

。

地点要根据表达信息的主题内容选择
。

办公室
、

教

室
、

宿舍适合于学习
、

讨论工作
、

年级活动
，
图书馆是学习的场所

，
需要保持肃静

。

个人之

间的交谈宜择于办公室或较为安静的地方
。

以密切关系为目的和解决个人思想包袱的信息除

考虑来往人较少的因素外还要考虑选择协调
、

舒心的环境来表达信息
。

在协调的环境中表达

信息
，
环境效应往往起到一定作用

。

表达的信息有利于双方心理上的接近和融洽
，
有利于解

决问题和做好思想工作
。

再次
，
在 口头语言表达信息时

，
态势语言 �或称人体语言�在恰当的环境中传递信息有

着特殊的效果
。

态势语言不但在不同情境中表达出不同的情感
、

态度等
，
而且同口头语言比

较越来它还显示其独特的可靠性
、

隐喻性
。 」

口头语言可以以不可靠的信息来隐蔽真情实感
，

但平常的人是难以用态势语言在各种情境中来伪装事实真相
、
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

同学生交

谈时
，
其说话时的姿态的变化如坐

、

站
、

行走等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反应出其与具体内容的关

系
。
坐着交谈既说明了内容较为重要

，
又反映了态度诚恳或谈话的时间比较从容， 站着谈一

般指时间较紧
、

表达信息的内容不需加上说明和分析
，
或者说

，
态度不十分诚恳� 边走边谈

一般指时间急或者态度随和
。

�
�

抓住对象

抓住对象指的是在交流信息时掌握对方本身固有的特点
，
当时对方的心里状态和接收信

息后所反馈的信息
。

在利用口头语言表达信息时
，
谈话双方必须相互吸引

。

工作同 志 要 主

动
，
有力地抓住学生的特点是做好说服

、

宣传和教育工作的重要条件
。

第一
、

掌握对方的性格
。

根据心理学理论
，
性格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

�
�

对现实的性格特征
�

它主要体现为对社会
、

集体
、

他人的态度� 对待劳 动
、

工 作 态

度� 对待 自己的态度
。

�
�

性格的理智特征
�

主要表现为主观观察型和被动感知型， 详细罗列型和概括型� 快速

型和精确型， 现实型和幻想型
。



�
�

性格的情绪特征
�

体现为二个方面即情绪的活动强度多 情绪的起伏持久程度和主观心

境
。

�
�

性格的意志特征

第一
，
做学生工作能掌握性格特征

，
将学生性格进行分类对选择不同表达信息的方式提

供了重要依据
。

如做一位情绪持久的学生的工作就不能操之过急
，
应按部就班

，
分阶段来做

好其思想工作
。

在布置劳动任务时除对班千或全体同学交代外
，
对个别对待劳动缺少热情的

人可适当地做些工作
。

将起到抓两头
、

带全体的作用
。

个别同学 由于多愁善感
，
抑郁低沉

，

一 旦
�

出现了感情上的失落往往压抑在心里
，
不外露

，
对此类性格的学生只有在平常 留 心 观

察
，
才能发现其问题

。

一些自尊心较强的同学
，
平常一般严格要求 自己

，
担心 自己落伍受同

学冷眼
。

但是
，
一旦失误不要当众给予严厉批评

，
过份伤其白尊心往往会走向反而

。

第二
，
丧达信息要注意到学生的需要

。

大学生一般都喜欢谈论新闻
、
议论时事

，
发表一

些新颖的甚至是逆反性的见解
，
惯于抨击传统

，
憧憬未来

。

他们的思想绝大多数与 党 的 方

针
、

政策保持一致
，
但个别的受西方思潮的影响

，
可能会出现一些与方针

、

政策有冲突的苗

头
。

做好这一类型的工作应采用双面传播信息的方式去进行教育
，
而不能只阐述 自己所�劈�

，
�

的立场对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则闭口不谈
，
或者一味强调与自己对立观点的缺点

。
做其思想

�

�
�

作必须坚持党的方针
、

政策
，
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法

，
结合学生的知识水平

、

兴趣
、

爱好等需要客观地表达信息
。

第三
，
注意对方对信息的反馈

、

调节对方心境
。

在信息表达过程中调节对方的心境要富

切注意对方对信息的反馈
。
认真分析对方反馈的信息

，
根据其反馈的信息选择

，
调整自己所

要表达的内容和形式
。

在对方沉默时要激起对方的兴趣和激情， 在对方十分激动时要使之镇

静
。

对方对信息的反馈受其心境影响
。

心境的好坏是影响他接受
、

理解信息和作出反俊的重

要因素
。

学生心情好就能比较乐意地接收和肯定地评价学生工作的同志所发出的信息
，
否则

会持怀疑的甚至是否定的眼光来接收学生工作信息
。

因此
，
做个别学生思想工作时掌握和调

节学生的心境是非常重要的
。

�
�

重复

据了解在一定限定内一般人对于某一刺激物的良好反应
，
是与该刺激物出现的次数成正

比
。

可知
，
学生工作信息在一定限度内一再出现是可 以引起学生 良好反应

，
达到理解

，
加深

印象
、

增加感情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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