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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 

开放空间技术？？ 

 



什么是开放空间技术？ 

  开放空间技术是行动学习中应用得比较多的
工具之一。 
 

 开放空间技术，简称OST（Open Space 

Technology），就是创造出一个可以自由相互

讨论的场合，每个参与者在主题框架下，提

出自己关心或想要解决的问题，并在参与者

之间形成关注，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开放空间技术的优势？ 

 

开放空间技术有助于激发高绩效和高
创新能力，并能捕捉到“灵光乍现”
的时刻。 

 

开放空间技术能够推动一群有共同兴
趣与专业能力的人员挽起袖子，将多
样化的观点转变成创新的成果。 
 



 

 

 二、开放空间技术 

                   的起源与内涵 
 



开放空间技术的创始人是美国
学者哈里斯．欧文，他也被称
为“开放空间大师”。 

哈里斯．欧文受雇在筹备一次
５００人的会议时，花了一年
的时间用心安排论题、邀请主
讲者、参与者，会议结束时，
与会者反应： 



开放空间技术--起源 

召开大型国际会议 

 
时间 
地点 
演讲者 
参与者名单 
议程安排…… 
 
长达一年的 
筹备时间 

与会者反应 

 
 
 
会议整体很棒 
但…… 

 
 

最有用的是：
咖啡茶点时间 

因为我们可以自由
地寻找志同道合的
人，轻松地讨论我
们所关心的事情！ 

 



开放空间技术--起源 

1983年 

创始人哈里森．欧文（Harrison Owen） 

茶歇往往是一个会议最活跃的时间。 

我们怎么能够将整个会议在茶歇的气氛中开展下去？  

            ——哈里森·欧文（开放空间技术发明人 ） 



  他决定找出一种像“茶歇时间” 那
种有效的开会形式； 

        结合自己在非洲做拍摄记者时观
察到的土著部落围成圆圈來讨论议
题办法，经过不断尝试，就形成了
当今在世界上广泛使用的开放空间
会议技术。 

 



    开放空间技术在什么情境下最有效？（1） 

 需要处理复杂且具有潜在冲突的议题； 

 所讨论的议题，没有人知道答案； 

 需要用创新的方式解决问题； 

 需要一群人持续参与解决问题； 

 参与者的背景多元化。 



开放空间技术在什么情境下最有效？（2） 

参会者愿意并且积极分享自己的经验和
认识； 

参会者愿意敞开心扉，倾听别人的想法； 

参会者愿意自我质疑，也愿意接受别人
的质疑； 

参会者勇于否定自己，重塑自己； 

参会者视不同观点为学习机会，而不是
挑战性行为。 
 



一、什么是开放空间技术？二、开放空间技术
的起源与内涵。 

 

 

三、开放空间会议的前期准备工作 



三、开放空间会议前期准备工作——会议用品 

 （1）大白纸：记录会议过程、讨论的内容、制定行
动计划等 

 （2）白板架：用来夹大白纸， 

 （3）记号笔：黑色、蓝色和红色，一般用蓝色记录
题目，黑色记录内容，红色用来修改错误。 

 （4）便利贴：不用颜色的便利贴若干，用来收集信
息，便于有效区分 

 （5）麦克风：会议场地较大，人员较多时，保证传
音效果。 

 （6）其他物品：胶带纸、胶棒、夹子、剪刀等 

 

 



三、开放空间会议前期准备工作——场地布置 

 主会场：足够大的空间，便于参与者自由交流 

 空白墙面：主会场保证有至少一面空白墙，长
度适中，能够张贴适当数量的大白纸。 

      空白墙面允许且能够张贴大白纸。 

 桌椅的布置：桌椅的布置遵从开放空间的“圆
”的基本内涵。人数较少，摆成一个圆圈，人
数较多，摆成数个圆圈。 

 会议流程展示：展示会议的流程和会议的规则 

 



三、开放空间会议的前期准备工作 

四、 开放空间会议流程（1） 

 1、确定会议主题 

 2、通知会议时间和地点 

 3、确定会议场地以及布置（围圈而坐） 

 4、召集人组织成员相互认识并破冰暖身 

 5、将会议流程与规则公布与会人员，让与会
人员了解会议流程与规则 

 6、陈述会议议题的由来 

 



四、开放空间会议流程（2） 

 7、根据主题内容，与会的每一位成员针对
主题进行发言，表达自己对主题的认识； 

 8、讨论主题内容产生的原因，在规定的时
间内用大白纸进行归纳总结； 

 9、针对小组的讨论成果，召集人再归纳总
结出所有方案，达到大多数人都赞成讨论的
结果。 

 10、根据讨论结果制定实施方案 

 11、评估方案执行的情况。 

 



什么是开放空间技术 

开放空间技术的起源、内涵、 

会议的前期准备工作、会议的流程。 

 

五、开放空间会议人员  
角色构成 

催化师（引导师）、助
手、观察员、记录员 



五、开放空间人员角色构成——催化师 

 把控整个会议的节奏，尽量将每一个环节控
制在计划的时间内； 

 用最简单明了、朴实的语言将会议主题内容
阐述清楚，务必让每一个与会人员都明白； 

 保持中立、尊重，务必做到公平、公正；不
对任何人、任何观点带有主观偏见； 

 注意现场气氛，保证每一个成员都要发言的
机会。 

 安排合适的人做好会议记录。 



五、开放空间人员角色构成——助手2 

 助手准备开放空间会议所需的相关材料和物
品，比如大白纸、笔、胶带纸、夹子等。由
于物品较多，建议助手列一个清单，以免漏
掉所需东西，影响会议正常进行； 

 助手还需要提前布置好会场； 

 根据会议进展情况，如果引导员调整了会议
的流程和内容，助手就需要提前将这些流程
和内容写在大白纸上，告知参会者； 

 助手需要维持会场秩序。 



五、开放空间人员角色构成——观察员3 

 

 现场拍照或用其他的影像技术记录下会议的
整个过程； 

 细心观察和感觉与会人员的语言、认知、情
绪、行为等，并且在会后总结时，提出自己
观察和感觉到的一切； 

 若讨论现场有突发情况，而催化师（或引导
师）没有发现问题的情况下，观察员可以适
时提醒催化师注意协调。 



五、开放空间人员角色构成——记录员4 

 

每组安排一位记录员，随时在大白纸上记
录； 

记录员忠实、详细记录整个讨论过程； 

将海报及结果记录以拍照和电子文档的形
式存档； 

整个会议结束以后，形成书面报告。 

 



 六、开放空间会议的“４３２１规程” 

4——四项原则 

3——三大动力 

2——两类参与 

1——一项法则 

 



 开放空间--四项原则 

1、在场的人，就是合适的人 

2.   凡是发生的，都是有原因的 

3.   只要开始了，时机就到了 

4.   结束了就让它结束吧 

   



 

    四项原则之一 ：在场的人就是合适的人 

 
        到会的人员都是有其参加会议的理
由的。只要到场的人，都会对会议讨论
有益处的人，都能给其他与会者带来观
点、看法、建议和分享。 

       所以，尊重每一位在场的人，开放
空间会议以平和的心态看待每一位到会
者。 

每一个人都是合适的，都会有贡献的，
参与人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  
 



 
    四项原则之二 ：凡是发生的，都是有原因的 

开放空间会议包容每一种异样的观点。 

任何一个会议中的冲突、插曲和矛盾，
都是有内在原因的，其原因是利益偏好
的不同。 

对于既有冲突，开放空间承认矛盾，包
容利益冲突，注重所有人通过自主协商

 
 



 
    四项原则之三 ：只要开始了，时机就到了 

 

开放空间会议根据会场的参会人员状
态、讨论进度等实际情况来确定会议
的休息时间、茶歇时间，并且随时开
启会议。  

开会的每一分钟就是一种机会，只要
会议开始了，每个人参与的机会就到

 
 



 
    四项原则之四 ：结束了就让它结束吧 

 

一旦会议结果达成，会议的目的也就
实现了，会议就结束了。 

开放空间的会议可能预定２个小时讨
论完一个议题，有时候讨论顺利，１
个小时就完成，那就没有必要再浪费
一个小时。 



开放空间的4-四项原则 

开放空间三大动力： 

  

动力之一：议题的公共性 

动力之二：与会者的热情 

动力之三：与会者的责任感 
 

 



三大动力之一：议题的公共性 

 

会议讨论的议题是由围绕这一问题的
利益相关者共同确定。 

事关参与者的议题就成为参与者共同
关心的公共议题。一旦成为公共性议
题，那么每个相关人的共同参与不仅
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三大动力之二：与会者的热情 

 

        只有利益相关，才会产生热情和责
任感。 

在参会人员的选择上，开放空间将参会
人员定位在与讨论主题密切相关的利益
相关者。 

绝不贪图参会人员数量大、规模大，而
是重视互动与对话的品质 
 

 



三大动力之三：与会者的责任感 

责任感出自于与会者对自身利益实现的要
求、对小组任务完成的期盼等。 

 

会议中的责任感主要包括对自己的责任、
对组织的责任、对公共事务的责任和对社
会的责任。 
 

 



四项原则，三大动力， 

开放空间两类特殊参与：蜜蜂与蝴蝶（1） 

特殊参与之一：蜜蜂 

蜜蜂指的是开放空间会议中自由的人，他
们既在自己的小组内发表观点，跟组员分
享经验，也参与其他小组讨论； 

他们不停地在各个小组会议之间穿梭，就
像蜜蜂传播花粉一样。 

蜜蜂能够增加讨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开放空间两类特殊参与——蜜蜂与蝴蝶（2） 

 特殊参与之二：蝴蝶 

 蝴蝶，指的是从未真正参与任何一个小组讨
论的人。蝴蝶所做的事情不多，而这正是蝴
蝶的贡献所在。 

 如果有人有机会真正跟蝴蝶展开对话，一定
会产生很有意义的讨论。 

 在行动学习讨论过程中，蝴蝶就是那些不参
与任何小组讨论，但在某些专业领域具有较
丰富的知识，在关键时刻，能够给出极好建
议的老师和同学们。 



        开放空间一项重要法则——两脚法则 

 两脚永远代表开放空间中的自由选择。 

 会议成员可以在任何时段，参加这一

时段中自身感兴趣的议题。 

 如果觉得在该议题上，没有学习到或

贡献一些知识，就可以自由走到其他

小组讨论，或暂时休息一下都可以。 

 



开放空间会议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绝不贪图参会人员数量大、规模大，而是重视
互动与对话的品质 

空间要自由开放 

      催化师保持中立、尊重，务必做到公平、
公正；不对任何人、任何观点带有主观偏见。 

         注意现场气氛，保证每一个成员都要发言
的机会。 

 

 

 

 



 总结： 

 1、什么是开放空间技术？ 

 2、开放空间技术的起源与内涵 

 3、开放空间会议的前期准备工作 

 4、开放空间会议的流程 

 5、开放空间会议的人员角色构成 

 6、开放空间会议的“4321”规程 
 



 

 

本节课结束，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