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绪论单元测试 

1 

【判断题】(100分) 

有效的沟通可以打动人，可以避免尴尬，促进彼此理解。 

A. 

对 

B. 

错 

 

 

 

第一章测试 

1 

【判断题】(20分) 

按照沟通方向可分为：垂直沟通和水平沟通，也称作纵向沟通和横向沟通。 

A. 

错 

B. 

对 

 

 

 

2 

【多选题】(20分) 

按照信息传递方式，沟通可分为：（）和（） 

A. 

纵向沟通 

B. 



单向传递

横向沟通

双向沟通

【单选题】 分

沟通过程的七大要素包括传送者、接收者、渠道、（）、编码与译码、噪音、反馈

原因

背景

目的

意义

【判断题】 分

营造安全的沟通氛围无非就是营造一个平等和谐，可以畅所欲言的环境。

错

对



【判断题】 分

在雅各布逊提出的语言沟通六要素基础上，王一川教授提出审美沟通七要素：审美体验、

审美鉴赏、审美文本、审美语境、审美符码、审美媒介、审美文化。

对

错

第二章测试

【多选题】 分

本节中提到的三种有效表达方式包括：信息要（）、（）、（）。

直接

及时

有激励性

间接



【单选题】 分

如果你不想让你的信息伤害到你的听众，就一定要甩掉一些坏习惯，如恶毒的评语、挖苦

的语言、（）、威胁的语言等。

肯定性表扬

否定性表扬

否定性比较

肯定性比较

【判断题】 分

为了加强我们的语言表达效果，我们就需要掌握一定的规则： 准确用词 注意说话的通

顺性 用简洁的词语表达意思 明确说话的目的

错

对



【判断题】 分

幽默大概分为自嘲式的幽默、调侃式的幽默、比喻式的幽默、对抗式的幽默四种类型。

对

错

【单选题】 分

巧妙说服的第七点（间接说服）里提到了三种批评的技巧，改否定句式为疑问句、把批评

者由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和（）。

改自我批评为批评他人

改批评为表扬

改批评为自我批评

直接不批评

第三章测试

【判断题】 分

通过身体动作、面部表情、空间距离、触摸行为、穿着装饰等传达信息和情感来对非

语言沟通中的非语言因素进行了分类讲解。



对

错

【多选题】 分

中提及的非语言沟通具备以下哪些不可忽视的特点：无意识性、（）、情境性、（）、

个性化。

普遍化

民族性

突出性

可信性

【判断题】 分

中提到，非语言环境主要包括文化语境、社会语境、情景语境三大模块。

错

对



【判断题】 分

所谓非语言性环境，指的是交流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

主客观因素，包括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交际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背景、

交际目的、交际方式、交际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以及各种与话语结构同时出现的非语言符号

（如姿势、手势）等。

错

对

【判断题】 分

身体动作上的暗示属于三类不同非语言行为的暗示之一。

错

对

第四章测试



【判断题】 分

倾听，不仅仅是要用耳朵来听说话者的言辞，还需要一个人全身心地去感受对方的谈话过

程中表达的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狭义的倾听是指凭助听觉器官接受言语信息，进而通

过思维活动达到认知、理解的全过程；广义的倾听包括文字交流等方式。

对

错

【单选题】 分

本章第二小节中提到，理想的倾听过程分为六个环节，它们分别是：预想、感知、注意、

（）、评价、反应。

解码

编码

破译

解释

【多选题】 分

倾听的“珠穆朗玛峰”中，倾听的七层次指的是：佯装倾听，（），第一印象，（），换位

思考，激励和把握别人的倾听投入程度。



控制

用心聆听

理解

尊重

【单选题】 分

在“留一只耳朵给自己”里面，介绍三种典型的倾听类型：咨询性倾听、（）、设身处地地

倾听。

夸奖性倾听

表扬性倾听

批评性倾听

批判性倾听

【判断题】 分



本章的最后一小节里面提到，按照倾听的被动到主动程度，反馈可划分为七种方式：搪塞、

渠道返回、转述、移情、支持、分析、建议。

错

对

第五章测试

【单选题】 分

自我沟通的作用包括：肯定自己、（）、创新思维、用积极的心态感染他人和乐于奉献。

批评他人

说服他人

否定他人

肯定他人

【判断题】 分

自我沟通与一般人际沟通具有相似性，但在具体要素和活动上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主要表

现在：主体和客体同一性、自我沟通的目的在于说服自己、沟通过程反馈来自“我”本身和

沟通媒体也是“我”本身。



对

错

【判断题】 分

自我沟通的障碍包括：缺乏自我认识、疏于理性思考和没有人生目标。

对

错

【判断题】 分

自我沟通技能的提升有三个阶段：认识自我、提升自我、超越自我。这三个阶段的进化是

螺旋形的，没有绝对的边界划分。

对

错



【判断题】 分

自我的发展和自我沟通技能的提升都是包括：认识自我、提升自我和超越自我这三个阶段。

对

错

第六章测试

【判断题】 分

组织内的沟通包含两大部分：一是组织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也就是平级之间的沟通，

即垂直沟通，也称作纵向沟通。再是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即水平沟通，也叫横向沟通。

错

对

【单选题】 分

按照沟通的网络形态可分为：链式沟通（直线沟通）、轮式沟通、（）、全通道式沟通和

式沟通。

环式沟通



曲式沟通

圆形沟通

圈式沟通

【判断题】 分

中引用了布鲁斯 塔克曼（ ）的模型，该模型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形

成（ ）、冲突（ ）、规范（ ）和运行（ ），后来他

又添加了一个新阶段——解散（ ）。

错

对

【单选题】 分

第四小节中，我们从团队形成的几个阶段来介绍团队沟通技巧，它们分别是：形成阶段、

冲突阶段、规范阶段、（）和解散阶段。

标准阶段

运行阶段

巩固阶段



敏感阶段

【判断题】 分

最后一节中介绍了组织中群体决策的科学方法：头脑风暴法、数据分析法、德尔菲法、名

义群体法。

对

错

第七章测试

【单选题】 分

具体的对外沟通策略，包括：适时调整市场导向、（）、多给对方一个机会、学会主动。

借助外力，权威认同

灵活处理，见机行事

重视舆论，善于引导

尊重事实，坦诚面对



【判断题】 分

在危机沟通理论中说到，沟通者必须明确的“八项注意”包括：尊重事实，坦诚面对；快速

反应，迅速处理；内部协调，共同应对；积极负责，勇于承担；借助外力，权威认同；坚

持立场，统一口径；感同身受、同舟共济；灵活处理，见机行事。

对

错

【单选题】 分

在新时代下，传统的危机管理方式面临着巨大的三大挑战：危机源头无处不在、（）和信

息没有价值，注意力才有价值。

危机无法快速解决

解决危机需要花费更多财力物力

传统危机破坏性更大

身影无处遁形



【判断题】 分

应对危机的策略包括：首先，树立全员危机意识；其次要做好舆情监测工作；最后要及时

引导正面舆论。

错

对

【判断题】 分

企业在应对危机时，首先应制定危机处理计划。

错

对

第八章测试

【单选题】 分

日本文化所塑造的日本人的价格观和精神取向都是（）主义的 以（）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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