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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想基于微信，搞一个社群。

然而大部分人的做法是什么？

“把人拉进来，然后让进来的人讨论问题、聊天、分享”

接着就希望能够像《大连接》《人人时代》等书里面说的那样，发现人的连接、发挥人的价值、迎接新的互联网时代。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梦想”。 

如果你要当导演拍电影，你不会召集刘德华、黄渤、葛优、范冰冰等一干演员，然后仅仅说一句：人来齐了，你们自己开始演吧！演好了
叫我。

因为你知道：好电影是需要被“设计”的，要有定位、有剧情、有主题、有台词……

但是当你在组建社群的时候，却经常忘记了这一点——以为什么都不用做，仅仅拉人然后让他们“自连接”就行。

而好的社群，也是被设计出来的。

那么如何设计呢？如何跟这么多群竞争？

一个正常的白领，每天面对着各种工作群、立项群、设计群、双十一备战群、微博运营群、新产品意见群……

还有大量的校友群、亲友群、舍友群、夜宵撸串群……

还需要盯着，一旦老板发了群消息，立马进去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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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所有的群都有红包……

而这个时候，你给他们发了群邀请通知：

“亲爱的客户你好，感谢你购买我们的充电宝，我们郑重邀请你进入【极客智能充电宝粉丝群】，与我们一起交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简单组织”一下，基本上不可能有人参与。

是的，校友群、工作群、大佬对接群简单组织一下就行，但是大部分产品的社区这样做却无效。

因为校友社群和工作群本身就已经存在（即使没有互联网）—— 这些人已经在脑海建立了连接或者认同感，拉个微信群并没有“创造社
群”，只不过是为“已经存在的社群”提供一种便利的沟通方式。

而当你为产品的用户拉群的时候，就是相当于“只创建了一种沟通方式”，并没有创造社群。

你面临的任务，是重新创造关系、创造连接，而不仅仅是利用已有的连接。

因为社群并不存在于微信中（这只是一种沟通工具），社群只存在于人的脑海中。

就像家并不存在与房子中（房子只是家的工具），家存在于脑海中。

所以，当你要创建社群中的时候， 你的关键应该是“在人的脑海中创造一个社群”，而不是“利用微信这个工具拉一群人进来”。

那么如何把社群建在脑海呢？

一个“发发红包、交流交流”的松散社群，和被群友从0开始记在脑海的社群，往往差距了这些设计： 

1，明确使命——我们为什么聚在一起； 

2，设计仪式——我们如何达到目标； 

3，提供反馈——距离目标还有多远；

明确使命



一个群体和一个组织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组织具有共同的目标。

而“共同的清晰目标”是凝聚人的最大力量。

崔永元凝聚了一帮人，想要通过一群人的力量，反对转基因。 

（PS. 这不代表李叫兽反对）

秋叶凝聚了一帮人，想要通过相互的学习，提高PPT能力。

一个小区的大妈，也可以凝聚一帮人，练习广场舞，备战广场舞大赛。

一个大学生，凝聚一帮人，发起“自由拥抱运动”，希望能够减少社会的冷漠。

总之，我们并不是“拉一帮人”，而是“先有一个使命和目标，拉一帮人一起完成”。

如果你是一个“健身会所”，那么你建立的并不是“健身爱好者沟通群”，而是“6个月，一起改变自己”群。 

如果你是一个“调养保健品”公司，那么你建立的并不是“保健品粉丝群”或者“调养爱好者沟通群”，而是“调养秘诀比拼群”或



者“一起成为调养专家群”。 

“社群”的本质就是：聚集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 

在构建社群的时候，很多人只是聚焦于“找一群人”，却忘记了要“一起做一件事”，以及忘记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

这就相当于你召集了大批的优秀战士，组成军队出征，却不知道敌人是谁，也不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要打仗，我们为什么要保卫祖国。       

总之，你要做的并不是“建立一个群体”，而是“感召一帮人，发起一个运动”。我们之所以凝聚在一起，不是为了“沟通沟通”、“交
流交流”，而是为了一起“改变些什么”、“提高些什么”、“获得些什么”…… 

那么如何寻找一个社群的使命，并且利用使命凝聚所有人？ 

任何的使命都源于某种“冲突”，而冲突是指“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区别”。 

这样的冲突分为“ 外部冲突”（理想环境和现实环境的区别）和“ 内部冲突”（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区别）。 

比如在《指环王》这个电影中，“外部冲突”就是指“大魔王想要拿到魔戒，毁灭世界，我们要阻止他”（对应剧作中的“大情
节”），“内部冲突”就有“主人公理应努力打败大魔王，但是又觉得自己是个小人物，事不关己，想到过要放弃”（对应剧作中的“小
情节”）。



然后电影就变成了一群人克服“外部冲突”和“内部冲突”，最终打败大魔王的过程。

再比如在《港囧》这个电影中，“外部冲突”有“坏警察犯罪后，想杀人灭口，破坏证据”。

“内部冲突”有“主人公逐渐意识到对初恋的追求只不过是内心幻想，逐渐警醒，返回头来爱自己老婆”。

然后主人公同样逐渐克服“外部冲突”和“内部冲突”，把故事推向结局。 

同样，在构建社群使命的时候，可以像电影一样，通过营造“冲突”来构建“使命”，发起运动。

有的电影主要以“外部冲突”为主（比如《指环王》）， 同样有的社群和运动也可以主要以外部冲突为主。

比如电动汽车用户一直面临“跑长途难以充电”的问题，特斯拉车主宗毅就发起了“建充电桩运动”，跟酒店合作建特斯拉充电桩，为热
爱电动车的车主提供免费充电。

这个运动发挥人的力量，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在全国建了超过200个充电桩——比特斯拉公司一年的努力收获都多。 

而且，还在这个过程中卖出了150辆特斯拉，超过任何一个销售经理。 

所以，当你在构思外部冲突的时候，可以问自己： 我组织一个社群，要告诉成员们，我们要一起改变些什么？一起做出哪些让自己自豪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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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使命：让广场舞占领京城、让中国人不再盲信、让更多人减少愚昧、让乙方不再被逼。

有的电影主要以“内部冲突”为主（比如《港囧》），同样有的社群和运动也可以以内部冲突为主。

比如馒头商学院，一起学习产品经理能力。 

比如我组建的【李叫兽研究会】，2个月，一起让自己的营销能力更专业。 

所以，当你在构思内部冲突的时候，可以问自己： 我们要一起改变自己什么？让自己有更多什么？

类似使命：每天7点起床、每周多一个关键人脉、成为调养专家等。 

当然，一个社群最佳的使命设置就是，明确地激发和定义两种冲突（可能会以一种为主）——我们聚集在一起，要对别人做什么？要对自
己做什么？

设计仪式
凝聚一群人做一件事，除了要有清晰的使命，还需要固定的仪式化行为。



基督教有礼拜日，家庭有过年，夫妻有纪念日，小米有橙色星期五（发布最新MIUI），总之，都有固定的仪式化行为。 

所以，社群也是一样： 需要把活动仪式化。

如果你对社群的安排是：推送红包优惠，同时大家一起聊聊某个话题，然后偶尔邀请人进群分享。 

社群的成员根本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难道是每天参与？），也无法形成固定的使用习惯，更无法对下次的活动产生预期。

而如果把社群的活动“仪式化”，每次以固定的方式做类似的事情，就会逐步提高参与，并且让成员养成习惯。 

比如我自己的组织【李叫兽研究会】，平时没有任何活动，只是固定在每周日晚9点上课1小时。 

每次上课的方式也是一样：点评上次学员的作业，并且分享相关理论；排名前3名的学员分享自己的作业经验；然后布置下一次的作业。

为了强化这种仪式，在一小时课程开始前和结束时都会点名，同时让学员以相对固定的方式参与（比如提出质疑）等。 

我知道我不可能占据群里人所有时间，所以就直接固定一个时间、固定一个活动，而其他时间内，所有人都可以假设这个群不存在。 

再比如之前跟一个做小区住户社群的人聊（他们公司提供O2O服务），问他都会组织什么活动，他说主要为群友提供各种福利（比如有时
候发红包、提供免费福利、让住户组织小区内活动等）。 

而如果要提高群友的参与感，就需要把这些活动给“仪式化”——比如周五晚上9点，XX小区福利夜，倒计时公布本周的最新福利，以及
下周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活动。 

那么如何把活动仪式化，从而让更多人可以持续参与呢？

（1）仪式需要相对固定并且严格限制



每次的活动需要用固定的形式，比如明确的开始和结束时间、明确的组织形式等。 

比如秋叶的PPT社群中，每次新成员加入，都有爆素颜照的仪式。这样每次在新成员加入之前，所有人都会被培养出期待感。 

为什么要固定呢？因为提高参与的重要一点就是：在开始之前，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该期待些什么。 

如果你每周的“福利日”活动都类似，那么所有的成员在开始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要期待什么——这次要发布什么新福利？我猜猜，可
能是发水果？ 

这也是为什么系列电影和电视剧大行其道，为什么稳定风格的公众号容易积攒粉丝——因为风格固定，用户在看之前已经知道了自己该期
待什么。

比如，观众看过了碟中谍系列电影，在看《碟中谍5》之前，就知道自己要期待什么——开场会有一场动作戏，牛逼特工伊森会陷入困
境，接收到不可能任务，然后带领团队想办法去完成。 

但是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至于这个可能的任务是什么、反派是谁，观众就不知道了。

而为了填补这种缺口，观众就会聚精会神地看电影。 

这也是为什么不论是电影、产品发布会，还是大型讲座，都需要事先预热（电影的预告片、发布会的预热海报），这可以让观众在开始之
前，知道自己要期待些什么。 

而那些完全随机举办的活动（比如今天发个红包，明天推一篇文章，后天组织一个讨论），就是在观众面前突然呈现了内容，而这个时候
观众根本还没有产生期待感。 

这就像你突然走进一个电影院，看到开始放电影，但是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电影一样。 

所以，社群活动要把活动固定化，培养期待感。 

（2）需要设计明确的触发情景

上面说需要培养“期待感”，但是人不可能每天都有“期待”，因此需要设计一种“期待”的触发情景。



有时候，这种触发情景是“固定时间”——比如固定每周日晚9点举办活动，这样临近这个时间的时候，只要简单预热，所有人就会产生
期待。 

有时候，这种触发情景还可以是“某个事件”——比如组建“发布会研究群”，每次看完重大产品发布会，群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在群里讨
论昨天的发布会。这时触发仪式的情景就是“重大发布会”这个事件。 

只要这种触发情景+仪式活动的组合被长时间培养强化， 用户就会形成条件反射一般的行为——每次一到了某个情景，1秒内就能想到做
这件事。

比如加多宝多年强调“怕上火，喝加多宝”，平时你可能不留意，但是当你坐到油辣的火锅前，担心上火，就会立刻触发“喝加多宝”的
行为。 

再比如王自如坚持用类似的风格评测各种新上市电子产品，长此以往，他的读者一看到某锤某米等发布新产品，第一反应就是去王自如那
里看看：他这次怎么看？有什么争议？ 

总之，你需要为你的仪式设计好一个触发情景，以让用户一到了某个时刻，就会条件反射式地进入你的仪式。 

（3）需要设计参与行为

就像前面说的，社群就是“聚集一群人做一件事”，而很多社群的做法却仅仅是：每周安排一个人进群分享。 

这其实不是“聚集一群人做一件事”，而是“你为这一群人做一件事”，这样的话，你做的更像是一个“媒体”，而不是一个“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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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除了坐在群里静听之外，你需要让你的成员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可以提高参与，强化仪式行为。 

比如互相打分、荣誉上榜、轮流坐桩等等。

提供反馈
现在你的社群有了清晰的使命，以及可以帮助社员完成该使命的仪式化行为，仍然需要做的就是为他们的行为提供反馈，让他们逐渐提高
对社群的参与和依赖。 

反馈就是明确让别人知道：我距离目标还有多远。 

比如手游玩家玩“天天酷跑”这种游戏，随时都知道自己的得分、距离最佳得分还有多远等。

如果最佳得分是3000分，这次得了2900分，玩家会说：“我靠，就差一点破纪录了，赶紧再来一次。” 

这次得了1000分，玩家会说：“简直发挥太失常了，这根本不是我！赶紧再来一次发挥正常的！” 

这次得了3100分破了纪录，玩家会说：“我太牛了，又破纪录，请叫我纪录小王子！再来一把，我还能破更高纪录！”
持续的反馈——让别人不断知道自己 现在在哪、距离目标有多远、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可以让人成瘾性的投入一个行为。 

而在社群的设计中，如上文提及，同时存在2种目标——外部冲突（我们对外界做什么）和内部冲突（我们对自己做什么） 

就需要对这两种目标建立反馈。 

外部冲突目标的反馈：



比如“让每个北京大妈跳起广场舞”，不断汇报成果——现在我们已经成果感染了46万新大妈养成广场舞习惯，距离50W只剩不到一周
的努力！

比如“干货学习群”，让成员有价值的观点能够输出到社会上，获得其他读者的反馈，让人获得持续成就感。 

内部冲突目标的反馈：

比如“李叫兽研究会”，为每个人的作业评级，并且根据作业质量、贡献、发言程度和签到次数算积分，并且让每个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积
分。（类似游戏升级）

每次作业前3名有奖学金，2个月总积分排名最后10名的自动踢出群等，都是对每个人的学习和参与建立反馈。 

这样所有人知道现在等级多少、有什么成就、比别人差在哪、距离下一个目标有多远。 

再比如还可以向对待员工一样，为群友设置等级、分工，并且清晰定义每个角色，也是为他们提供清晰的反馈。 

当然更加常规的拿到红包、每周都能认识新人脉也是反馈（利益层面），也会起到强化社群的效果。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只有当反馈可以被明确感知到和某种行动直接相关的时候，才能有效。

抢红包之所以被很多人使用，是因为这和“积极参与群”这个行为有直接相关（来慢了一步就没了）。 

而很多基于搭建人脉的群活跃度不高，是因为“建立人脉”这个反馈经常和“参与群”的行为不直接相关——即使我整天潜水打酱油，一
样可以加群里面的人啊。

结语

社群并不存在于微信中，而存在于人的脑海中，它只不过是： 凝聚一批人做一件事。

你需要设计出明确的使命和目标，然后设计一个共同达到此目标的仪式化行为，接着为所有人履行该行为提供反馈。 

而一个构建完整的社群，群成员互相认同、互相帮助、积极参与，即使微信消失了，他们仍然可以继续——因为并不是微信造就了社群，



在有微信之前的几千年，社群就已经出现了。

说明          

1，有些构建社群的技巧仍然很重要，为什么没有说？

比如成员之间对接人脉、提高成员的归属感、提高向心力、形成亚文化等。 

我当然知道这些很重要，不过经过分析， 我觉得这些更像是“社群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塑造成功社群的方法”。

清晰的使命、持续的仪式、积极的反馈，这些会逐步塑造一个成功社群，而社群塑造成功了，成员们自然就会开始积极对接人
脉、相互帮助、认同感归属感强等。 

2，为什么有些社群很简单，不需要这些复杂设计？

比如某某学校班级群、某某行业大佬群，其实就拉一个微信群，不也挺成功吗？ 

这种情况下，其实你“拉微信群”的行为，并没有创造社群，只不过是为已经存在的社群提供一种沟通方式——（微信）。班
级关系、某行业大佬的关系，本身就是存在的，本身也是可以自然达成的。 

而这些关系、沟通，和你的行为，其实关系不大。 

但是对于一些卖产品的公司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 他们面临的任务是从0开始创造新连接、创造新目标、创造新组织。

本来你的消费者没有这样连接的习惯，而你要硬生生创造这种习惯，肯定是困难任务，需要复杂的设计。 

而如果这时候仍然像其他人创造班级微信群一样，认为拉个群就行，基本上很快就会失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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