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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新东方学校 1.团队很重要，但是有的团队效果不好，分析

原因 分析：首先，要确定的一点是团队是很重要，这一点是

毋庸质疑的，因为题目的限定条件就是“团队很重要”。但

为什么有的团队效果不好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戴斌老师

希望大家首先不要急着去找原因、下判断，首先我们要“物

化”团队这个定义：就是“团队”这一类“物”是好的，但

在这一类“好”的“物”里，却在“使用”时有不好的效果

。为什么？不是这个“物”不好，而是没有把这个“物”用

好。即我们推出有的“团队”效果不好的根本原因是不在于

“团队”这个做事方式对错与否，而在于“团队”的使用(运

用)上是否出现了问题，“好”的东西有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

用。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或许说到这里，可能相当多的

考生会觉得戴斌老师上面所说的话太抽象，没有任何意义。

但请大家细心地想，我们只要定好了答题的方向及侧重点是

在于如何使用“团队”，那么后面就好答了。因为在这道题

目里面，表面上看只是要求考生讨论“团队”，而实际上与

“团队”相对应的就是“个人”，而题中“有的团队效果不

好”，其中隐含的潜台词是有的“团队”协作比不上“个人

”的各自发挥，即1 1gt.2，如果考生没有看清楚题中的限定条

件“团队很重要”，那么部分考生很可能就陷入一个与题意

不符的答题方向，即着重点放在了讨论什么时候应该“团队

”协作，什么时候应该“个人”发挥。 沿着这个思路给出以



下几个答题的原则： (1) 必须充分认识到团队的重要性，坚持

团队协作 (2) 有的团队效果不好在于有些团队并不是真的团队

，其有团队之型而无团队之实 (3) “团队”一定比“个人”效

果好吗？这个问题一定不能回避，我们要回答真的“团队”

一定效果比“个人” 好，而假的“团队”，不能和谐配合的

“团队”所产生的效果甚至比个人更低。 (4) 对于团队是否抑

制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关键还是看这个团队是否在高效地运

转，是否有充分激发个人潜力的机制存在于其中。 参考答案

：首先我认为团队是重要的，在工作中要坚持团队协作。真

的“团队”一定效果比“个人” 好，并且有充分激发个人潜

力的机制存在于其中。有的团队效果不好根本原因在于这些

效果不好团队并不是真的团队，是有团队之型而无团队之实

的。具体来说，团队效果不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的：一

、团队中没有建立足够的信任，这种信任包括对彼此人格和

能力上的信任。彼此信任是一个凝聚力的根本保障。二、没

有解决冲突的机制。任何的团队协作过程中，意见的不和谐

及利益分配的不和谐是必定存在的，如不能解决冲突，甚至

使冲突升级，矛盾激化，这样团队也是效果不好的。而拥有

良好解决冲突的机制的话，冲突将是一种良性的冲突，这反

而有利于团队的发展。三、缺乏决策机制。任何团队都会在

决策过程中面对五花八门的来自团队内部的意见，这些“大

量”的意见常常会为做正确决策带来干扰，如何建立一个决

策机制来快速地筛选出正确的决策，有时将决定一个团队的

最终效果。四、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任何出自团队的智慧

的英明的决策，最终能否产生效果，其一大关键点还在于能

否把正确的决策(或决定)贯彻实施，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如果团队的“智慧”无法落到实处，效果当然不会好。 2.你

去参加研讨会，接待方不热情，不配合，怎么办？ 分析：首

先答题的虚拟场景是“参加研讨会”，那么戴斌老师请大家

先要明确参加研讨会目的是什么，去到研讨会是要干什么的

。很明显，参加研讨会是要“给意见”、“参与讨论”。而

对于我国的“研讨会”来说，其是有几个特点的：1. “研讨

会”是全开放的，常常是欢迎多学科、不同学术观点的“专

家”“学者”自由参加。“研讨会”是一种学术的会议，即

使是政治性的“研讨会”，如“ 三个代表”研讨会，其也是

讨论政治方面的学术问题，因为许多政治理论也是学术领域

的，所以仍然属于学术范畴。2.会议是要从不同角度讨论一

个课题(或话题)，3.可能是一个比较容易被考生忽视的特点，

那就是“研讨会”一般是不收费，但原则上参会的人要自已

解决食宿问题。因为“研讨会”大部分时候是一种不赢利的

活动。 针对以上特点，我们可以着手分析为什么“接待方不

热情，不配合”。 戴斌老师认为这里实际上有以下几种可能

：1.“研讨会”是一种学术味很浓的活动，接待方不热情，

不配合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对方认为“我”学术水平不够

，却“硬”要来参加“研讨会”，所以从心理上有抵触情绪

，所以“不热情，不配合”。2. 会议是要从不同角度讨论一

个课题(或话题)，可能“我”的观点和某些“被邀请者”的

观点有所重复，实际上“没必要”请我来，而“我”却来了

，引起了他们的抵触情绪。3.这可能是最容易忽视却又最实

际的原因，那就是费用问题。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参加“

研讨会”不一定需要付“我”酬劳，但在接待上需要一定的

费用，这增加了接待方的负担，所以对方“不热情，不配合



”。4.最后一个原因，很可能就是对方的“素质”问题了，

有些单位的接待人员素质不高，在接待过程中总觉得自己是

在“服务”别人，心里不大痛快，所以有情绪在里头。对于

这个原因，实际上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但也是一种可能，因

为不是所有的人都素质高，所以在分析时也应该把这种可能

性考虑到。 那么针对以上几种“可能的”原因，那么我们提

出对策：1.对于认为“我”学术水平不够的原因，那么戴斌

老师认为考生要摆正心态，认为可能与对方不了解自己是有

关的，同时要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要努力抓住机会在

研讨会表现自己的水平，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让接待方相

信“我”的到来是“有建设性的”。2.对于“我”的观点和

某些“被邀请者”的观点有所重复这方面的原因，要告诉接

待方，即使是同样的学术流派，在许多具体的观点仍有区别

，百家争鸣才有利于研讨会的开展。3.对于费用问题，这个

问题非常关键，这是在显示中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对于此

，应分两方面，一是自己要尽量为接待方节省接待费用，多

为对方着想。二是如果确实接待方在经济上存在较大困难，

可以考虑是否可以说服本单位领导负责一部分经费，和自己

负责一部分。当然无论怎么说，最关键的还是要站在对方的

角度看问题，互相体谅对方难处。4.对于对方接待人员素质

较低的情况，虽然可能性小，但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首

先还是心态问题，不要发怒，要冷静地处理，可以向接待人

员的领导或相关负责同志反映这一问题，由接待方的领导去

“教育”他，而切不可“越位”“教育”对方，避免引起不

必要的矛盾。 参考答案：当我去参加研讨会，如果遇到接待

方不热情，不配合的情况，我认为首先我自己要摆正心态，



先从自己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再从对方的角度寻找原因，并

针对可能的原因，寻找相应的解决办法。 从我自己的角度寻

找原因，这里第一个原因有可能是我的学术水平不高，在此

次的研讨会中对方可能认为我无法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如

果是这个原因，我会抓住机会在研讨会表现自己的水平，提

出有针对性的建议，让接待方相信“我”的到来是“有建设

性的”。其次如果是“我”的观点和某些“被邀请者”的观

点有所重复这方面的原因，那么我会告诉接待方，即使是同

样的学术流派，在许多具体的观点仍有区别，百家争鸣才有

利于研讨会的开展。 另外从对方的角度寻找原因，有可能是

我的参会给接待单位增加了负担，对此，我会从体谅对方难

处的基点出发，尽量为接待方节省接待费用，同时可以考虑

自己或自己单位负担一部分或全部的接待费用。另外如果是

遇到一些接待同志本身是个性存在一定的问题时，作为参会

人员的我应该遵守大会的纪律，保持克制冷静，适当时候可

以向大会的领导或相关负责同志反映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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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