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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0_86_E5_BF_83_E7_c67_151928.htm 第七章 群体概述 第一

节 群体的一般概述 1． 群体的定义：群体不是个体的简单集

合，而是二人或二个以上，为了达到共同的特定目标，相互

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一个整体 2． 群体的显著标志：群体内的

成员应具有共同的信念和群体意识 3． 群体的特征：①各成

员之间相互依附，彼此在心理上彼此意识到对方的存在 ②各

成员之间在行为上有共同的规范，彼此相互影响 ③各成员具

有群体意识 ④各成员的心理与行为，都以实现某种共同的目

标为宗旨 4． 群体的4要素：（霍曼斯）群体三要素：活动、

相互作用、感情以及群体的规范 5． ★群体行为受多个变量

的影响 第二节 群体的分类 1． 从群体是否存在划分：假设群

体与实际群体 根据群体规模的大小：大型群体和小型群体 根

据个体的归属划分：实属群体和参照群体 正式群体与非正式

群体 2． 正式群体的定义：指由正式文件明文规定，群体成

员有固定的编制，有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职责分工之

群体 3． 非正式群体的定义：指不经官方规定，既没有正式

结构，也不由组织确定的联盟 4． 非正式群体的5个共同特征

：①规模小，并且一般不带政治色彩 ②群体以某种共同利益

、观点、爱好为基础，以感情为纽带，群体内部压力大，成

员从众行为明显 ③群体内推选最有威信的人当首领 ④群体内

有一套见效快的和不成文的惩罚制度和手段，并且具有较强

有自卫性和排外性 ⑤群体的成员之间有一条比较灵敏的信息

传递渠道 5．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非正式群体的分类： ①塞利



士的4种分类：冷谈型、乖僻型、策略型、保守型（依据非正

式群体与组织是否保持良好的关系为主线） ②道尔顿的3种

分类：垂直型、平行型、随意型（以非正式群体成员间的关

系为依据） ③里维斯的5种分类：友谊型、嗜好型、工作型

、自卫型、互利型（以联系非正式群体成员的纽带为根据） 

④以非正式群体的性质为根据的4种分类：积极型（亲组织）

、中间型（若即若离）、消极型（总体目标不一致）、破坏

型（非法） 第三节 群体的形成 1． 非正式群体形成的原因：

心理因素（首要因素）和环境因素两大方面 ①心理因素：价

值观念一致、兴趣与爱好一致、性格脾气相近与互补 ②环境

因素：工作与生活方式、共同的利害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

系以及历史关系的影响 第四节 群体的功能 1． ★正式群体

的4大功能：完成组织任务、满足其成员的心里需求、协调人

群关系、影响和改变个人的观念和行为 2． 高效率群体具有

的6个特征：①成员之间具有良好的沟通联系 ②成员之间具

有高度的影响力和相互作用 ③群体成员共同参与制定政策 ④

群体成员工作积极性较高，乐于接受组织目标，并且完成任

务出色 ⑤群体的成员具良好的精神状态，充满了自信心和自

尊心 ⑥群体的成员办事认真、快捷 3． ★非正式群体的功能

：①对组织发展的主要功能（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 ②对其

成员的主要功能（满足需求、控制、改造、激励） 4． ★在

管理中如何加强对非正式群体的引导和利用：正确认识、利

用积极因素、限制消极因素 第八章 群体动力 第一节 群体的

规范与压力 1． 群体规范的涵义：所谓规范，是指群体成员

共同接受、共同遵守、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群体规范既包

括群体中的规章制度，还包括人们心理活动的一切参照原则



2． 群体规范的4个作用：维持和巩固群体、树立评价标准、

群体动力、行为导向的作用 3． 群体规范的形成原因：群体

规范的形成，除了一部分是群体本身由于特殊需要而正式规

定的之外，大部分来源于模仿、暗示、顺从等心理的一致性

4． 皮尔尼克的规范分析法的三项内容：明确规范内容、制

定规范剖面图将规范进行分类、进行改革 5． 从众的概念：

所谓从众行为，是指个体在群体的压力下，不仅在行为上与

其他人保持一致，而且在信念上也改变原来的观点，放弃原

有意思的现象 6． 顺从的概念：所谓顺从行为，是指个体在

群体的压力下，只在表面上表现出与其他人保持一致的行为

，内心却仍然坚持个人意见的现象 7． 从众行为产生的原因

：出于知觉、判断、行为的歪曲 8． 影响从众行为的因素：

群体因素、个性特征和问题的性质 9． 群体压力的概念：群

体压力是指当一个人在群体中与多数人的意见和行为不一致

时，所感受到的心理压力 10． ★在管理中应用利用群体压力

和从众行为来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因素：P186 ①群体压力与

管理对策 ②从众行为与管理对策 第二节 群体凝聚力 1． 群体

凝聚力的概念：群体凝聚力是指群体对其成员的吸引力，以

及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吸引力两个方面 2． 影响群体凝聚力

的10个方面因素：群体的目标结构、群体规范的性质、群体

的领导方式、成员的个性特征、群体与外部的关系、群体的

地位、群体规模的大小、信息沟通状况、奖励方式、成员的

身心健康（内外两个大的方面） 3． ★群体凝聚力对生产效

率有着重要影响：P190 4． 多伊奇群体凝聚力的测定：群体

凝聚力的强弱，可以用成员之间相互选择的数目与群体中可

能相互选择的总数目的比例来计算 第三节 群体的冲突 1． 冲



突的概念：所谓冲突，就是两种目标互不相容和互相排斥激

化的表现 2． 冲突的性质：从性质上看企业内部的两大冲突

：①建设性冲突（目标一致手段不同）②对抗性冲突（目标

不一致） 3． 冲突的过程：分为5个阶段：潜在的对立或不一

致、认知和个性化、行为意向、行为、结果 4． 冲突源3类：

沟通、结构和个人因素 5． 激发了功能正常的冲突，能够提

高群体的工作绩效 6． 解决冲突的4种方法：交涉与谈判、第

三方仲裁、吸收合并、运用权威或武力 7． 缓和冲突的基本

原则：①必须找出两个群体都能同意的目标 ②应该建立群体

与群体间的沟通联系 8． 预防群体冲突的方法：①设立共同

的竞争对象 ②订立超级目标 ③尽量提供各群体互相往来的机

会 ④尽量避免形成争胜负的局面 ⑤强调整体效率，强调整个

组织的效率，以及强调各部门对整个组织作贡献的重要性 ⑥

加强思想教育 第九章 群体的沟通 第一节 沟通的一般概述 1．

信息沟通的概念：信息沟通是指在管理中发生的，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人或群体，通过一定的联络渠道，传递和交换各自

的意见、观点、思想、感情和愿望，从而达到相互了解、相

互认知的过程 2． 沟通过程（沟通模型）包括七个部分：信

息源、编码、信息、通道、解码、接受者、反馈 3． ★人与

人之间的沟通有着不同于其它沟通过程的特殊性：P212 4． 

信息沟通的重要性表现在：信息沟通是决策和实施科学管理

的基础，也是改善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保证 第二节 沟通和种

类 1． 按沟通目的来划分：工具式的沟通、满足需要的沟通 2

． 从组织层次的角度分类：个人与个人的沟通、个人与团体

的沟通、团体与团体的沟通 3． 按组织系统分类：正式沟通

、非正式沟通 4． 按信息流动的方向分类：下行沟通、上行



沟通、平行沟通 5． 按沟通者有没地位转移分类：单向沟通

、双向沟通 6． 按是否经中间环节分类：直接沟通、间接沟

通 7． 按语言沟通的形式分类：口头沟通、书面沟通 8． 按

是否使用语言分类：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 第三节 沟通的障

碍及其改善 1． 造成沟通障碍的主要因素：语义上的障碍、

知识经验水平的限制、知觉的选择性障碍、心理因素引起的

障碍、组织结构层次的影响、信息过量的影响 2． 改善沟通

的方法：重视双向沟通、重视面对面的沟通、重视利用附加

信息的沟通、正确使用语言文字 第十章 群体中的人际关系 第

一节 人际关系的一般概述 1． 人际关系的概念：所谓人际关

系，从字面上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管理心理学认为，

它是组织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它既包括心理关

系，也包括行为关系。是一群相互认同、情感相互包容、行

为相互近似的人与人之间联结成的关系 2． 人际关系的特性

：社会性、情感性、复杂性 3． 人际关系的类型： ①按性质

划分：自然性人际关系和社会性人际关系 ②按形式划分：合

作型人际关系和竞争型人际关系 ③按效果划分：良好的人际

关系和不好的人际关系 ④按公私关系划分：公务关系和私人

关系 ⑤按组织形式划分：正式群体中的人际关系和非正式群

体中的人际关系 4． 群体人际关系分析的图表形式：莫雷诺

的群体成员人际关系分析图和贝尔斯的相互影响分析图 5． 

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对团结的影响、对工作效率的影响、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对人体心里健康的影响、

对人的行为的影响 6． 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的突出特征：

①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社会分工不

同 ②人与人之间志同道合，互相帮助，互相之间没根本的利



害冲突，都为一个共同的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③个人与社会的

根本利益一致，这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一大特征 第二节 影

响人际关系的因素 1． 影响人际关系的因素：相似性和一致

性、距离的远近、交往的频率、性格与气质、主观印象、思

想品德、需求互补 第三节 人际关系的基本规律 1． 人际交往

的5个基本规律：吸引接近、趋同离异、互需互酬、交往深化

、交互中和规律 ①吸引接近规律：外貌、言语、才华、学识

、名望的吸引 ②趋同离异规律：认同现象和趋同倾向、认异

现象和离异趋向、酬赏性趋同和惩罚性离异 ③互需互酬规律

：互需是建立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互酬是发展人际关系的

重要条件 ④交往深化规律：礼仪交往功利交往感情交往思想

交往 ⑤交互中和规律：是人际关系建立、发展、完善的重要

规律之一 第四节 测量人际关系的方法 1． 测量人际关系的方

法：社会测量法、行为测量法、参照测量法、动机测量法、

层次测量法、相关测量法、历史测量法 第五节 改善人际关系

的方法 1． 改善人际关系的方法：感情投资法、心理吸引法

、深层了解法、中和互补法、求同存异法、排难解纷法（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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