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展训练与团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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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团队建设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创建学习型组织和培育团队精神两大主题，前者的核心是共同学

习和分享创新，后者的关键则是信任和信心。团队精神是团队的灵魂，是企业文化的精华，是真正的核心竞

争力。拓展训练则为企业培育团队精神提供了很好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向专业公司购买拓展训练服务，成为

许多企业用以培养其团队精神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团队；团队培训；团队精神；拓展训练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拓展训练是泊来品，",,# 年走进中国，不断发

展，倍受推崇，逐渐被列入国家机关、企业甚至高校

的培训日程，据说接受过拓展训练的中国人已有百

万之众。拓展训练总是与团队建设联系在一起。拓

展训练能够促使个人转变观念、正视潜能，形成积极

进取的人生态度，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培养良好的团

队精神。各种组织购买拓展训练服务都是为了配合

自己的团队建设工作，用以培育团队精神。

一、企业的团队建设与团队培训

传统的企业效率是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的，员

工在专业化部门中确定的环节上重复地完成标准的

琐屑的工作，企业重视执行和秩序，倡导个人成就和

员工之间的竞争。在这种企业中，员工方向迷失、意

义缺乏、情绪低落和回馈失效是普遍现象，员工感到

自己更多的是被压榨和剥夺的对象，受激励水平很

难提升。

更严重的是，企业面临的任务在性质上发生了

变化。由于环境趋于变动，客户需求倾向多元化和

个性化，以及竞争对创新的驱动，我们面对的是复杂

世界和复杂问题，企业要提供的是新的和完整的解

决方案。依靠单一知识和单一技能已经不能完成任

务，通过同类专家汇成的专业部门以及专业部门之

间的协作来满足变动的复杂的客户需求也越来越吃

力，甚至完全失败。在今天，企业的有效产出和强势

竞争日益依赖专家之间的协同和由此形成的创新成

果。

现代企业管理对此提出了很多措施，比如工作

设计、流程再造、企业文化建设等等，有了很大改

进。但是并没有触动更根本的管理问题——— 组织结

构，特别是组织微观因素即组织结构单元。团队是由

知识与技能互补、彼此承诺协同完成某一共同目标

的少量员工组成的特殊群体。团队作为一种组织单

元和一种特定的职务设计方案与传统的部门科室有

本质的差异。团队强调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在

此基础上实现知识和技能的协同，通过创新解决复

杂变动的目标任务。

现代管理理论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企业实践

的总结，而团队理论是上个世纪西方 “向日本学习”

浪潮的产物，是从“日本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传统西

方管理理论的文化特征是个人主义，而日本管理理

论则是集体主义的，日本人最大的长处是善于把现

代企业通过亲情关系家族化。西方的系统科学和日

本企业的“亲密关系”造就了团队理论。团队的技术

特征是知识与技能的协同，社会特征则是基于信任

的亲密关系。前者可以概括为彼得。圣吉的“学习型

组织”主题，后者则属于企业文化中的“团队精神”主

题。陈惠湘在《企业团队修炼》中认为：“组织起来、团

队精神是中国企业跨世纪的课题。中国的崛起将取

决于我们如何解决这一课题。”

团队精神的培育无疑是团队建设的核心，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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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是组织工作的关键。团队精

神是团队成员为了团队的利益与目标而相互协作、

尽心尽力的意愿与作风。团队精神的内容一般有三

个方面：在团队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方面，团队精神

表现为团队成员对团队的强烈归属感与一体感；在

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上，团队精神表现为成员间的

相互协作及共为一体；在团队成员对团队事务的态

度上，团队精神表现为团队成员对团队事务的尽心

尽力及全方位的投入。或者可以这样来描述团队精

神：积极敬业，充分信任，彼此依赖，适度竞争，团结

协作，宽容支持，轻松和谐，相互学习，分享创新，不

惧挑战，士气高昂。

团队必须通过持久而强大的教化宣传及一系列

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团队精神。企业教育和培

训是中国企业和竞争对手的重要差距，“培训是最大

的福利”，许多企业开始不惜重金使员工接受新观

念，充实新的知识。向专业公司购买拓展训练服务，

成为许多企业用以培养其团队精神的重要方式。美

国的一些大公司如 #$%$，#&’ 公司，时代镜报、通

用汽车、()* 和花旗集团都采用拓展训练。杜邦公司

已经将其近两万名管理者送去参加这种训练。银

行、保险、移动、电信和电力历来是拓展训练公司的

忠实客户。在我国的一些著名高校中，如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

一直以来都注重素质拓展训练。中央团校、中国戏

曲学院、国家体育总局、央视 "++! 团队等也组织学

生或团队参加素质拓展训练。

二、拓展训练与企业团队精神的培育

拓展训练起源于二战期间的英国，用来训练年

轻海员受到袭击时海上的生存能力和船只触礁后的

生存技巧。战争结束后，拓展训练的独特创意和训

练方式逐渐被推广开来，训练对象由海员扩大到军

人、学生、工商业人员等群体。训练目标也由单纯体

能、生存训练扩展到心理训练、人格训练、管理训练

等。

它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将一群平时一起工作的人

集合起来，并将他们带入一个户外的环境或设施中

进行体验式、参与式训练。这些户外环境和设施提

供了一个与日常工作完全不同的场景，并且运用多

样化的手段来满足不同的参训者。拓展训练强调的

是一种体验，是一种由内至外的自我教育。拓展训

练的目标，是让团队成员验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

为对团队效率所造成的冲击、掌握建立高效团队的

技能、提升团队的创造力、增强团队凝聚力、培养团

队协作能力，形成共同的目标，统一共识、将个人的

目标与组织的目标相结合。而拓展训练的意义在于，

训练人们在投向未知旅程时，能够迎接挑战，战胜困

难，培养良好的团队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

拓展训练的课程主要由水上、野外和场地三类

课程组成，以下是一些典型的团队拓展训练项目：

·破冰——— 营造团队气氛，打破隔膜，建立相互

信任的基础。

·背摔——— 每一位队员都要从一座高 ,- . 米的

平台边缘直身向后倒下，两排在台下的其他队员负

责伸出双臂将其接住。

·穿 “电网”——— “电网”是一些大小不一、形状

没有规则的网孔，要求每个队员都要在其他队员的

托举下依序通过一个适合自己的网孔，不得触网，同

时，在规定时间内，全体队员都要通过。

·跨 “断桥”——— 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每位

队员单独登上由两块木板搭成长约 /+ 公分、高为八

米的断桥，且两块木板相距 ,- 0 米，要求队员完成两

次跨越。

·登“毕业墙”——— 要求团队成员在规定时间内

翻越一面高 1 米的光滑墙面。只要有一个队员没有

登上，整个团队就是失败的。

· 野外徒步——— 背着全部的给养、装备，走完

一段未知的行程。

· 攀 岩——— 人工岩壁、天然岩壁。

· 速 降——— 利用绳索由岩壁顶端下降到地面。

· 定向越野——— 激发竞争意识，认识自身的潜

能，磨练意志。

· 滑 降——— 石壁、冰壁绳索滑降。

· 攀 援——— 手拉绳索爬上斜壁。

· 溯 溪——— 克服急流、瀑布、跌水、旋涡，急流

勇进、逆水前行。

· 漂 流——— 驾艇泛舟，搏击风浪

· 攀 冰——— 利用专业装备，攀登冰瀑、冰河。

· 凌空飞步——— 行走在 2+ 度的陡壁上，挑战

自已、相信自己。

· 溜 索——— 十秒的考虑，两秒的感受，一生的

回味！

· 模拟雪山攀登——— 无海拔难度雪山的攀登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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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瀑布速降——— 用各种专业登山器材，由教练

现场指导，沿瀑布下降。

拓展训练的主要特点是：

#$ 活动的综合性。个体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体质

为载体的，都伴随着一定的体能活动。特别的甚至

极端的体能活动，可以诱发特定的思维活动、心理活

动和交往活动，通过真切的体验与反省，往往可以改

变个体的认知、态度、情感、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

拓展训练通过精心设计的体能活动，诱发学员强烈

的心智活动，促成学员的巅峰体验，让学员焕发信

心，信任队员，改变往往不自知的不恰当的心智模

式。

%$ 挑战极限。拓展训练项目在足够的安全保障

下，有相当的难度，展示给学员的是心理上极大的挑

战，从觉得不可能到终于达到目标，学员会从震撼中

体会到书本、课堂里学不到的许多东西。

"$ 集体中的个性。拓展训练项目很少是个人项

目，实行分组活动，鼓励组员的协作和小组之间的竞

争。个人在小组中无限制的表现自己的个性，但是

项目的完成必须依赖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协作。

&$ 自我教育。拓展训练非常重视学员自己的体

验和感悟，除了必要的说明和指导，培训师在活动中

一般不会干预，不提出建议、不参与讨论更不会指责

和评论，在课后总结中也是点到为止，让学员们完全

发挥，独立自主。拓展训练强调的是一种体验，是一

种由内至外的自我教育。

’$ 巅峰体验。拓展训练必须让学员体会成功而

不是挫折，激发信心而不是丧失斗志，彼此信任而不

是相互指责。成功的拓展训练总能带给学员特别的

体验，让学员对生活和工作充满激情，对所属团队充

满感情和信心。

可见，拓展训练主要是利用奇、秀、险、峻的自然

环境，通过特意设计的活动，锻炼人的勇气、意志及

团队精神，达到 “磨练意志、陶冶情操、完善自我、熔

炼团队”的培训目标。拓展训练的项目对人的体能的

要求并不高，更多的则是对心理的挑战。拓展训练是

一种感悟，一种体验，它让每个人在心灵和精神上都

有一个新的超越——— 重新认识自我、认识生命、认识

别人的活动。在拓展运动中，你会发觉人的潜能真的

是巨大的，而彼此信任、相互依赖的感觉是很美好

的。

拓展训练融合了“极限运动”、“团队游戏”和“参

观旅游”，但绝不是户外运动、成人游戏或者观光旅

游。这需要培训者精心设计培训方案，行业专家为企

业做咨询，受训者紧紧围绕“团队发展”参加培训，这

样才可能对企业产生实效。

三、结论

团队建设的内容很多，可以概括为创建学习型

组织和培育团队精神两大主题，前者的核心是共同

学习和分享创新，后者的关键则是信任和信心。团队

精神是团队的灵魂，是企业文化的精华，是真正的核

心竞争力。团队精神不能任其自发形成，也不可能通

过课堂传授完成，团队必须通过持久而强大的教化

宣传及一系列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团队精神，向

专业公司购买拓展训练服务则为企业培育团队精神

提供了很好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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