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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出版的《名师解惑丛书》推出后受到广大专

家与教师的一致好评。在实验与使用过程中，也反馈许多问

题。因此，从去年开始，编委会组织人员对书稿进行了部分修

订，修订后：

１．时效性加强，更加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观能

动性。

２．时间性与可操作性加强。鉴于较强的理论性与学生阅

读兴趣的矛盾，在修订过程中将语言更加简练化、趣味化。

３．增加了互动性。学生间积极的互动才能达到良好的学

习阅读效果，如果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和质疑，您可

以随时登陆我们的网站（ｗｗｗ．ｃｎｅｅｄｕ．ｃｏｍ），通过相关栏目

直接与专家交流沟通。

本系列丛书在修订与更新过程中参考了众多作者的相关

文字资料，特此致谢。

本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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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素质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目标

模式及质量效益的总要求，正在全社会形成共识，这是着实让

奋斗在教育第一线上的教育工作者们兴奋和欣慰的。

但是随着素质教育的展开，学生们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

同时，旧的应试教育体制遗留下来的弊端在青少年的生活、学

习过程中也慢慢的显现出来，首先，以往的教育制度以学习课

本知识为第一主体，往往用来衡量一个学生优秀与否的标准

就是学习成绩，这就使得这一批学生成了课堂中的佼佼者，学

习成绩遥遥领先于另外一批学生。而课堂之外的现实生活

中，这些“佼佼者”们的表现却往往让人大失所望。他们可以

出色的解决一道奥林匹克竞赛题目，却不知道与同学有了矛

盾要如何解决；他们可以完整的背诵一篇篇美文，却不知道如

果家中来了客人要如何与之交谈；他们可以完美的做完一次

化学或者物理实验，却在参加一次社交活动中畏手畏脚不知

如何自处；他们可以响亮的回答教师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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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处理在学习中出现的最简单人际关系问题。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在十年、二十年前，

这无疑是一句褒义的话，可是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看

来，这句话却充满了讽刺意味，升学考试是用分数来衡量的，

但是，分数不能代表一切，高分低能这四个字我们说了那么多

年，可是到现在也依然存在着，很多学习成绩优秀的同学，只

关心书本知识，书本以外的似乎都与他无关，这种学生不懂与

人沟通，所有心思都在书本知识上，甚至自己的情绪也不甚了

了，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实在是让人担心他们日后将如何在竞

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下去。

也正是为了配合素质教育的进行，让青少年们在学习之

外懂得如何面对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如何通过有效

沟通解决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特编写了《交流沟通

不短路》一书，书中内容生动易懂，希望会给读过这本书的人

以帮助作用。

刘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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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中的印象与观察

印象可以针对人，也可以针对物，它是指人在日常生活

中所接触的客观事物在大脑中遗留下来的记忆痕迹。社交

是人与人的交往，因此，它研究的印象一般是指对人的印

象。人与人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在互相熟悉的同时，印象

也会逐次加深，最终产生较为完整的印象。人的印象来自

对客体行为的多方观察，观察不禁受客体影响，同时也受观

察者自身的主观因素影响，社交中印象产生的过程，是主客

体双方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

（一）初次印象

人与客体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对客体的一种主观感知，

叫做初次印象或者第一印象。

在社交过程中，初次印象属感性认识，即由客体谈吐、

表情、相貌、姿态、身体、仪表、性别、年龄、服装等直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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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并对客体职业、身份、兴趣、爱好、能力、气质、性格

等情况作出初步分析与判断。有时，也可以从一些书面材

料中获得尚未接触过人的初步印象，这种印象可称为间接

的初次印象。

社交中，第一次接触时间上肯定是有限的，故相互认知

也不可能十分准确、清晰、客观，而是大致的、朦胧的、片面

的、零星的，甚至有时还是比较主观的。

人和人的第一次直接感知，可分为有意感知和无意感

知。有意感知指个体有心理准备，包括一方有准备或主客

体双方都有准备，见面有目的性，如经准备后去找导师或上

级，记者采访明星，双方约定会面、会谈等。无意感知指主

体在无心理准备情况下与客体相识，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如

餐厅、俱乐部、广场、影院、宾馆等公共场所，主体因种种原

因不得不与客体交往。无论是有意感知，还是无意感知，人

都会产生初次印象。

初次印象的特点

１．初次印象时常是非常深刻，让人难以忘怀的印象。

通常情况下，人们偶然的相遇，并不会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

印象。但是在某些特别的环境中，某些独特的、对主体具有

刺激性的信息，可能使人产生十分强烈的印象，或者极好，

或者极坏，让人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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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初次印象往往影响人一生中的机遇。机遇指好的境

遇或机会。人一生的事业和发展往往取决于机遇。而多数

情况下，机遇就是能不能在交往中给人留下良好的初次印

象。机遇经常是稍纵即逝，好印象可使机遇之门敞开，坏印

象则会把机遇拒之门外。好的印象更多的是要靠人自身来

把握创造。日常生活中用毛遂自荐方法把握机遇的例子可

谓屡见不鲜。如参加某个工作面试的毕业生，面试被否决

后，顽强地讲自己的曲折经历，常常会感动考官而被破例录

取；男女恋爱双方经人介绍初次约会，一方对另一方感到满

意时，必然更主动地表现自己；大学生毕业前参加招聘会，

总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伶牙俐齿地“推销”自己，随身备

有计算机打印的“个人简历”包括个人特长、爱好、智力、成

绩、奖励、社会职务等，尽量给用人单位留下良好的初次印

象；甚至年轻干部要被上级提拔初次印象有时也占很大的

份量。

３．初次印象与认识的主客体的互动有很大的关系。社

交本身具有互动性，第一次交往主客体双方都会产生对彼

此的初次印象，初次印象产生于交往互动，互动的内容包括

交往的环境、交往者的素质、情境，以及交往发出信息的强

弱。假定交往者“素质高”，即使能容忍、宽容消极信息，消

极信息也绝不可能由于交往者的谅解而变为令人积极、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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