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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6_E5_8F_A3_E5_c67_492044.htm （一）一致性原则 

无声言语必须与有声言语所传达的信息保持一致。例如你在

谈判时说己方十分重视这次谈判，可你在谈判时不是东张西

望就是闭目养神，无声言语与有声言语间出现了矛盾，明显

地表现出你的缺乏诚意和对对方的不尊敬，这样势必会破坏

你的声誉，对日后的商务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二）明确性

原则 无声言语作为一种信息，必须明确，所表达的意思绝不

能模糊；无声言语的明确性，既要从主体着眼，也要考虑接

受者的情况，因为有时主体认为是明确的无声言语，而接受

者都可能百思不得其解。 例如某个外贸工作人员到内地采购

出口土产，与乡下老农谈生意，在价格谈妥时口吐“OK”，

右手做出“OK”的手势。可怜这位老农既听不懂洋话，也不

明白引进的洋手势，反而认为对方在嘲弄自己。这样，已经

谈成的生意竟砸了锅。 （三）协调性原则 用无声言语传输信

息时，必须与言语环境保持协调。要根据交际的场合。交际

的内容和主体的身份恰当地使用。中老年人不要有轻挑的动

作表情，青少年不要故作老成持重。在喜庆的场合要兴高采

烈，甚至可以翩翩起舞，但在严肃、庄重的场合，就不能高

声谈笑，手舞足蹈。 （四）适度性原则 任何事情都会“过犹

不及”，动用无声言语进行交际，也要把握分寸，不要过量

，不要喧宾夺主，而将有声言语淹没在你不停变换的姿态、

手势、表情、服饰中去。如果每句话都用上一个表情或动作

，搔首弄眉，手舞足蹈，反而会弄巧成拙，令人反感。 （五



）优化性原则 优化作用是指在人际沟通中，信息所引起的最

佳社会效果。由发送者通过无声言语传输给接受者，能理解

他人的情感，乐于相互交流，并且双方满意，这就是社会心

理学中的所谓人际欢喜与吸引，这是交际美产生的前提条件

。无声言语的任何一种简单形式，如打招呼、微笑、握手等

，都会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一座特殊的桥梁、无形的纽带，使

信息传递达到最优效果。 优化，又是一个美学范畴，它要求

无声言语必须是优美的。不雅的无声言语会有损于说话人的

形象，如有些应聘者参加公司的面试时，弯腰驼背，头抬不

起，不敢正视考官，回答提问时扭扭捏捏，一会儿抓头皮，

一会儿弄衣角。这些无声言语，既不大方，又不美观，给人

一种窝囊、狼狈之感，公司肯定不会录用。 实践证明，优雅

的无声言语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学习达到。我们可以从书本上

得到各种关于服饰、体态语方面的知识；也可以模仿影视作

品中的那些谦谦君子的绅士风度和窈窕淑女的大家闺秀风范

。我们还要在生活中向他人优雅的无声言语学习，学习他的

某个动作、走路的姿态等等。通过学习和精心设计，你一定

会优化自身的无声言语，体现出你的修养、风度、个性和魅

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