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计划的七要素有哪些(优质5篇)
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新的机遇和挑战，
是时候开始写计划了。通过制定计划，我们可以更加有条理
地进行工作和生活，提高效率和质量。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质的计划书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工作计划的七要素有哪些篇一

演艺产业是文化产业体系中的核心产业之一，是一个创意密
集和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也是一项能耗低、可持续发展性强
的低碳产业，具有极大的辐射和拉动作用。演艺产业对经济
社会发展、文化传承与普及、公民人文道德素质提高有着重
要意义，其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艺
术创造力。

作为演出市场的主体。各类艺术表演团体大都是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形成的，因此从观念到政策，从创作到演出，从经营
到管理，在相当程度上还在延续着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模
式。对艺术表演团体的定位从本质上也并没有离开"文艺工具
论"的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无论什
么品种，不管多大规模，绝大部分是经费靠财政，排戏靠拨
款，演出靠发票。各个表演团体本身又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
社会，背负着应由社会解决的沉重负担;多年来，由于简单过
分强调了艺术的教化作用，完成的又多为指令性和公益性的
演出任务，缺乏对艺术商品属性的认识。因此目前这种对艺
术表演团体的定位和艺术表演团体面对的客观现实之间的不
相府，这种传统观念上的国办思想和在市场中自我生存发展
的要求之间的不适应，说到底即体制和机制的滞后与不完善，
是造成艺术表演团体缺乏市场意识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也是造成艺术表演团体演出经营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

随着艺术表演团体布局的调整，相当一部分演出团体要面对



市场求生存、求发展，即使是政府兴办或扶持的少数艺术品
种，也要努力开拓演出市场，强化经营意识。因此对我国演
艺产业来讲，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已不能是一句空话。只讲
投入不计产出;只讲场次不计收入;只讲社会效益不计经济效
益;只认正规剧场无视其它形式等等，恐怕再也行不通了。只
有真正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探索创作、演出、经营、管理的新
模式，新机制，才能掌握演出市场的主动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的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
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各个行业
都更重视经济效益的`实现。中国老百姓从对缥缈的精神天国
的憧憬，回到了为实在的物质世界的奋斗，人们可望不可及
的理想被可触可得的实际利益所代替。不应忽略，艺术创作
和实践的最大量的、最基本的消费群体，演艺产业过去的观
众--人民大众，在面临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的今天，其审美
观念和价值取向，较之计划经济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有了
显著的变化。表现在艺术消费领域，娱乐和休闲，成为审美
的主要选择之一，并形成时尚与潮流。

作为承担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任务的艺术家、艺术表演
团体，从不否定艺术的认识、教育和审美三大功能的积极作
用，也不会忘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神圣职责。但
是也不能不重视艺术多样化的趋势。对相当一部分基本观众
来讲，他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艺术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
而更倾心于艺术的娱乐作用和审美功能。因而越是远离生活
实际的空泛形式，越是无关百姓痛痒的干瘪内容，或无病之
呻吟，或清谈之高调，都难以进入艺术消费市场。从传统舞
台艺术的被冷落和文化娱乐业的中兴，不难看出这种深刻的
变化。分析发现，人们更倾向于较为轻松、和谐、参与性强
的艺术形式，更喜爱具有知识性、娱乐性的节目内容;对不危
害社会，不妨碍他人的表现个人意志的创作表演持一种更为
开放和宽容的态度。一些人不再热心花钱买票去"受教育""上
政治课";一些人不愿意坐在正规剧场，被动地去欣赏无痛痒



的表演;有些人甚至白送票也无心光顾那些为评奖或为完成指
令性任务演出的剧节目。

关于演出市场的第三个要素：剧场、演出载体与演出方式。
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去观察，不难发现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
换和变革。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各种
传媒手段的迅速普及和文化娱乐业的蓬勃兴起，彻底改变了
文化消费市场的原有结构，舞台艺术和电影二分天下的格局
已一去不再复返。今天，电视又以舞台艺术无法比拟和抗衡
的覆盖率、传播率以及家庭化的独特优势，开辟了艺术欣赏
家庭化的新空间，成为文化消费市场中最具有影响力和生命
力的竞争因素;在这同时，各种规模的夜总会、游乐场、电子
娱乐、卡拉ok、录像厅等等几乎在一夜之间便成为文化消费的
时髦形式。

纵观戏剧界，大量获奖的新作、新人、新戏的出现，并没有
改变各剧场戏剧演出市场大滑坡的走势，这些现象所包容的
问题是深刻的涉及多方面的，显而易见的是：在演出形式、
演出载体的选择上，在演出场所、演出环境的确定上是否符
合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是否适应人们变化了的习惯，通过
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使演出市场中的买方和卖方有效地、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实现占有部分文化消费市场份额的目的，成
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的之一。

工作计划的七要素有哪些篇二

泡好一杯茶或一壶茶，首先要掌据茶叶用量。每次茶叶用多
少，并没有统一标准，主要根据茶叶种类、茶具大小以及消
费者的饮用习惯而定。

茶叶种类繁多，茶类不同，用量各异。如冲泡一般红、绿茶，
茶与水的比例，大致掌握在1：50--60，即每杯放3克左右的



干茶，加入沸水150―200毫升。如饮用普洱茶，每杯放5--10
克。如用茶壶，则按容量大小适当掌握。用茶量最多的是乌
龙茶，每次投入量几乎为茶壶容积的二分之一，甚至更多。

用茶量多少与消费者的饮用习惯也有密切关系。在西藏、新
疆、青海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以肉食为主，当地
又缺少蔬菜，因此茶叶成为生理上的必需品。他们普遍喜饮
浓茶，并在茶中加糖、加乳或加盐，故每次茶叶用量较多。
华北和东北广大地区人民喜饮花茶，通常用较大的茶壶泡茶，
茶叶用量较少。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消费者主要饮用绿茶或龙
井、毛峰等名优茶，一般用较小的瓷杯或玻璃杯，每次用量
也不多。福建、广东、台湾等省，人们喜饮工夫茶。茶具虽
小，但用茶量较多。

茶叶用量还同消费者的年龄结构与饮茶历史有关。中、老年
人往往饮茶年限长，喜喝较浓的茶，故用量较多;年轻人初学
饮茶的多，普遍喜爱较淡的茶，故用量宜少。总之，泡茶用
量的多少，关键是掌握茶与水的比例，茶多水少，则味浓;茶
少水多，则味淡。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试验：取四只茶杯，
各等量放入3克相同的茶叶，再分别倒入沸水50毫升、100毫
升、150毫升和200毫升。5分钟后审评茶汤滋味，结果是，加
水50毫升的滋味极浓，加水100毫升的滋味太浓，加水150毫
升的滋味正常，加水200毫升的滋味较淡。

古人对泡茶水温十分讲究。宋代蔡襄在《茶录》中说：“候汤
(即指烧开水煮茶――作者注)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
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
候汤最难。”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说得更为具体：“水
一入铫，便需急煮，候有松声，即去盖，以消息其老嫩。蟹
眼之后，水有微涛，是为当时;大涛鼎沸，旋至无声，是为过
时;过则汤老而香散，决不堪用。”以上说明，泡茶烧水，要
大火急沸，不要文火慢煮。以刚煮沸起泡为宜，用这样的水
泡茶，茶汤香味皆佳。如水沸腾过久，即古人所称的“水
老”。此时，溶于水中的二氧化碳挥发殆尽，泡茶鲜爽味便



大为逊色。培养沸滚的水，古人称为“水嫩”，也不适宜泡
茶，因水温低，茶中有效成份不易泡出，使香味低淡，而且
茶浮水面，饮用不便。

泡茶水温的掌握，主要看泡饮什么茶而定。高级绿茶，特别
是各种芽叶细嫩的名茶(绿茶类名茶)，不能用100℃的沸水冲
泡，一般以80℃左右为宜。茶叶愈嫩、愈绿，冲泡水温要低，
这样泡出的茶汤一定嫩绿明亮，滋味鲜爽，茶叶维生素c也较
少破坏。而在高温下，茶汤容易变黄，滋味较苦(茶中咖啡碱
容易浸出)，维生素c大量破坏。正如平时说的.，水温高，把
茶叶“烫熟”了。泡饮各种花茶、红茶和中、低档绿茶，则
要用100℃的沸水冲泡。如水温低，则渗透性差，茶中有效成
份浸出较少，茶味淡薄。泡饮乌龙茶、普洱茶和花茶，每次
用茶量较多，而且茶叶较极老，必须用100℃的沸滚开水冲泡。
有时，为了保持和提高水温，还要在冲泡前用开水烫热茶具，
冲泡后在壶外淋开水。少数民族饮用砖茶，则要求水温更高，
将砖茶敲碎，放在锅中熬煮。

一般说来，泡茶水温与茶叶中有效物质在水中的溶解度呈正
相关，水温愈高，溶解度愈大，茶汤就愈浓;反之，水温愈低，
溶解度愈小，茶汤就愈淡，一般60℃温水的浸出量只相当
于100℃沸水浸出量的45―65%。

这里必须说明一点，上面谈到，高级绿茶适宜用80℃的水冲
泡，这通常是指将水烧开之后(水温达100℃)，再冷却至所要
求的温度;如果是无茵生水，则只要烧到所需的温度即可。

茶叶冲泡的时间和次数，差异很大，与茶叶种类、泡茶水温、
用茶数量和饮茶习惯等都有关系，不可一概而论。

如用茶杯泡饮一般红绿茶，每杯放干茶3克左右，用沸水
约200毫升冲泡，加盖4―5分钟后，便可饮用。这种泡法的缺
点是：如水温过高，容易烫熟茶叶(主要指绿茶);水温较低，
则难以泡出茶味;而且因水量多，往往一时喝不完，浸泡过久，



茶汤变冷，色、香、味均受影响。改良冲泡法是：将茶叶放
入杯中后，先例入少量开水，以浸没茶叶为度，加盖3分钟左
右，再加开水到七八成满，便可趁热饮用。当喝到杯中尚余
三分之一左右茶汤时，再加开水，这样可使前后茶汤浓度比
较均匀。据测定，一般茶叶泡第一次时，其可溶性物质能浸
出50--55%;泡第二次，能浸出30%左右;泡第三次，能浸出10%
左右，泡第四次，则所剩无几了。所以，通常以冲泡三次为
宜。

如饮用颗粒细小、揉捻充分的红碎茶与绿碎茶，有沸水冲
泡3―5分钟后，其有效成份大部分浸出，便可一次快速饮用。
饮用速溶茶，也是采用一次冲泡法。

品饮乌龙茶多用小型紫砂壶。在用茶量较多(约半壶)的情况
下，第一泡1分钟就要例出来，第二泡1分15秒(比第一泡增
加15秒)，第三泡1分40秒，第四泡2分15秒。也就是从第二泡
开始要逐渐增加冲泡时间，这样前后茶汤浓度才比较均匀。

泡茶水温的高低和用茶数量的多少，也影响冲泡时间的长短。
水温高，用茶多，冲泡时间宜短;水温低，用茶少，冲泡时间
宜长。冲泡时间究竟多长?以茶汤浓度适合饮用者的口味为标
准。

据研究，绿茶经一次冲泡后，各种有效成份的浸出率是大不
相同的。氨基酸是茶叶中最易溶于水的成份，一次冲泡的浸
出率高达80%以上;其次是咖啡碱，一次冲泡的浸出率近70%;
茶多酚一次冲泡的浸出率较低，约为45%左右;可溶性糖的浸
出率更低，通常少于40%。红茶在加工过程中揉捻程度一般比
绿茶充分，尤其是红碎茶，颗粒小，细胞破碎率高，所以一
次冲泡的浸出率往往比绿茶高得多。目前，国内外日益流行
袋泡茶。袋泡茶既饮用方便，又可增加茶中有效物质的浸出
量，提高茶汤浓度。据比较，袋泡茶比散装茶冲泡浸出量
高20%左右。



工作计划的七要素有哪些篇三

一、使命使命，解决企业为什么存在的问题。中国企业，平
均寿命只有3年。为什么如此短，因为没有找到企业存在的理
由。1975年，微软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随时随地帮助人们
自由地交流。韩国三星提出“事业报国”，海尔提出“创造
世界名牌”。企业的使命从市场及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就是客
户的需求。市场的需求是企业使命的基础。赢利不是企业的
终极追求目标。赢利是企业的基础需求，就好比人呼吸一样
重要。但是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呼吸，还应该满足社会的
某种需求，如果一味的追求赢利，便会动摇企业生存的基础。
使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更广泛的人群服务，是在更广大的
领域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寻找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让使命来
拯救我们散乱的能量，使我们有一种为他人工作的神圣感。
我们都是普通人，一旦我们的命运与一个伟大的使命联系起
来，我们便可以创造出历史的辉煌。许多企业没有思考为什
么要办企业，这是导致其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愿景愿景是发展的方向，是由多个目标形成的。微软的
愿景是每一家、每一张桌子都有一台电脑。这一愿景当初提
出来的时候，大部分人持怀疑态度。愿景愈大，带来的冲突
愈大。因为大部分人看见了才相信，只有少部分人没有看见
就相信。现在微软的梦想基本实现，人们才相信其愿景的威
力。愿景给企业发展指明方向，凝聚人才，创造一个将个人
目标与企业目标相结合的沟通平台，从而产生了将个人命运
与企业命运相结合的契机。企业不再是由一群普通人的简单
组合，而是一个有共同理想、共同使命的生命联合体。每一
个人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服从者，而是为了共同目标进行创新
学习的开拓者。共同的愿景从dna的角度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这样的组织就如原子弹爆发一样，释放出每一个人的
巨大潜力。同样是碳元素，结构的不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
结果，一个是金刚石，另一个是石墨。

1、晨会、夕会、总结会



2、思想小结

3、张贴宣传企业文化的标语

4、树先进典型

5、权威宣讲

6、外出参观学习

7、故事

8、企业创业、发展史陈列室

9、文体活动

10、引进新人，引进新文化

企业文化四大忌讳

一忌：塑造企业文化当作买花瓶

二忌：道德标准“捏在手上

三忌：诚信法则“挂在嘴边

四忌：责任感“抛在身后

工作计划的七要素有哪些篇四

所谓记叙文，是以叙述为主要表达方式，以写人物的经历和
事物发展变化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文体。

写人物的记叙文以塑造性格鲜明而又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
物形象来表现主题。它的情节安排不是以“事”为主，而是以



“人”为主，文中的叙事、写景、状物、抒情等表达方式都
是为写人服务的。

内容清楚是记叙文的最基本要求，要准确具体地描写人物，
体现人物性格特征。对人物具体描写有肖像描写、语言描写、
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其中主要的是要写好人物在事件发展
中的言行，表现他们的思想。

记人的作文还要详略得当，有的地方需浓墨重彩，有的地方
轻描淡写，还有的地方干脆空着。

二．写作要点

1.明确写作目的和叙述的中心思想，段落叙述始终围绕着主
题而展开，避免空间的叙述和与主题无关的内容。

2. 一篇记叙文，无论长短如何都应该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事实，
因此，在下笔时必须明确：该从何处开始叙述，该在何处结
束叙述，以及应该提供何种事实才能使叙述完整。

3. 一篇好叙述文需要直接或间接表达以下六个问题，
即：when——该事发生的时间；where——该事发生的地
点；who——人物角色是谁；what——发生的是什么
事；why——该事发生的原因；以及how——事件的结果是如
何造成的等等。

4.写作顺序可以采用“顺叙”、“倒叙”和“穿插叙述”的
方法，但初学者最好采用“顺叙”的方法进行训练，以情节
发生时间的先后为序。

工作计划的七要素有哪些篇五

沟通，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为此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属于



沟通的要素的一些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整个沟通过程由七个方面要素组成，即信息源、信息、通道、
信息接收者、反馈、障碍和背景。

是指拥有信息并试图进行沟通的人，即沟通者。沟通的目的
各有不同，可能只是为了提供信息，或为了影响别人，或为
了与人建立某种联系等。沟通者的概念是相对的，在整个沟
通活动中，沟通双方往往互为沟通者和信息接收者。

是指沟通者试图传达给别人的内容，这种内容往往附加有沟
通者的观念、态度和情感。沟通者附加的态度和情感主要通
过声调、语气、语速、附加词、语句结构以及表情、神态、
动作等方式加以传递。这种信息可能是直接明确的，即内容
通俗易懂，直截了当，无须思索和逻辑推理，这种信息也可
能是间接隐晦的，需要深刻理解和推理才能弄懂其内容。

是指沟通信息传递的方式。人的五官如视觉、听觉、味觉、
嗅觉、触觉都可以接收信息，但在日常生活中最主要和运用
最为广泛的沟通是视觉沟通和听觉沟通。人们常用的沟通的
方式既包括面对面的直接沟通，也包括网络沟通、电话(语音
沟通)、书信(文字沟通)、托人捎话(间接语音沟通)等间接沟
通方式。心理学研究发现，在所有的沟通方式中，影响最大
的仍然是原始的面对面的沟通方式，这是因为在面对面沟通
方式中，沟通者除语言信息外，还可以通过眼神、表情、姿
态、动作等向信息接收者传达更为全面的信息内容，对接收
者具有更强烈的感染作用，同时，沟通者还可观察到信息接
收者完整的反馈信号，全面了解接收者对信息的反应，并可
根据对方的反馈及时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如果对方表现出
的是积极的反应，则可以继续进行沟通，如果对方表现出消
极的反应，则会随时对沟通方式和沟通内容加以调整，有助
于提高沟通效果和最大限度地对接收者产生影响。

近年来出现的网络沟通主要包括文字沟通(博客、空间)以及



视听沟通(视频)等形式，博客、空间的文字沟通仍类似于先
前的书信沟通，而网络视频沟通虽然远比博客沟通要先进和
全面，但和面对面沟通相比仍有许多不足，首先，视频沟通
者和接收者必须通过观看视频画面才能实现沟通，这就容易
给接收者造成一定的注意力转移，而面对面沟通则没有这样
的中间过程;其次，和最直接的面对面沟通相比，视频沟通仍
有一定的间隔感和距离感，同时无法实现直接沟通中的一些
感情及信息传递功能，如拍肩膀、握住手安慰、递纸让擦眼
泪等;再次，因视频画面局限，视频沟通远没有面对面沟通的
视角全面、细微，尤其是缺乏画面外线索以及背景资料等。

即指接收信息的人。信息接收者的信息接受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包括一系列注意、知觉、转译和储存等心理活动。信息
接收者有可能是多人，如正在听课的学生、听取演讲的听众、
群体性事件中被说服的人群等，也可能仅仅是自己，如自我
沟通。

反馈是指信息接收者对信息的反应。反馈可以反映出信息接
收者对信息的理解和接受状态。根据信息接收者对信息的理
解、接受状态，反馈可分为正反馈、负反馈和模糊反馈。如
果反馈显示出信息接收者理解并接受了信息，如当事人对调
解员所说话题饶有兴趣或者点头称是，则这种反馈为正反馈;
如果反馈显示出信息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如听者一脸的茫然
或直接打断说“我不懂你的意思”，说明听者并没有理解信
息的内容，或者听者表现出很不耐烦的神态，阻止不让再说
下去，表明不同意沟通者的见解时，则这种反馈为负反馈;如
果信息接收者对信息的反应处于不确定状态时，即信息不够
充分，接收者无法决定接受与否，这种反馈则为模糊反馈。
模糊反馈并不是说接收者没有反应，接收者已经理解并接收
到了信息，虽然接收者没有明确的表态，但信息会对接收者
产生一定的影响。

反馈不一定来自对方，沟通者也可以在信息发送过程中自行
获得反馈信息，比如沟通者发觉自己所说的话有误或不够准



确，也会对此自行作出调整，心理学家称之为自我反馈。在
自我沟通中常伴随有自我反馈。

沟通属于一种交互作用，在实际的沟通过程中，沟通的双方
都在不断地将反馈信息回传给对方，始终处于一种双方互相
传递和反馈信息的过程，任何一方既是沟通者也是反馈者，
如果一方缺乏反馈或者出现负反馈，则会造成沟通的阻断，
导致沟通无法继续进行，比如对方面对沟通者的说辞无动于
衷甚至反感，沟通者的沟通则会以失败而告终。

人们在沟通中经常会发生障碍，沟通过程中任何环节出现问
题，都会造成沟通障碍，如信息不明确，没有表达清楚、信
息没有被正确转换成可以沟通的信号、错用沟通方式、信息
接收者误解信息，比如过于随意的批评被人误认为是在开玩
笑等，都有可能造成沟通障碍。

背景即沟通发生的环境。不同的背景，信息会被赋于不同的
意义，同样一句“你这人差的远”，如果是在私人社交圈里
对某个朋友说，会被认为是一句玩笑话，如果是在正式的场
合对某人说，则会被认为是一种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