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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E_E5_B8_88_E5_c49_460666.htm 一、考试要求： 根据

大纲规定，考生在本部分需要掌握的主要内容为：个体心理

与行为、团体心理与行为、团体内部沟通。 通过本章的考试

，促使考生掌握人格、能力、情绪的概念、意义及基本运用

，掌握团体的概念及相关的知识，掌握组织沟通的概念和形

式，从而掌握组织行为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二、主要考点 

（一）个体心理与行为 1、 人格的概念和决定因素（掌握） 2

、人格、情境与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熟悉） 3、人格的稳

定性（了解） 4、能力、智力的概念（掌握） 5、能力的意义

（了解） 6、常用的智力维度（熟悉） 7、有关智力结构的基

本理论（斯皮尔曼、瑟斯顿、吉尔福特、加德纳）（了解）

8、躯体能力的概念（掌握） 9、躯体能力的维度（了解） 10

、能力与知识和技能的区别（掌握） 11、情绪的性质，表情

以及情绪状态的特点（掌握） 12、情绪的基本理论（詹姆斯

、汤姆金斯、拉扎勒斯）（了解） 13、态度的概念与相关的

理论（掌握） 14、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掌握） 15、态度

改变的影响因素（掌握） （二）团体心理与行为 1、团体的

概念、类型和发展的五个阶段，同质性和异质性团体（掌握

） 2、团体规范的概念、分类和作用（掌握） 3、团体压力和

从众行为（熟悉） 4、团体凝聚力的概念和影响因素（掌握

） 5、社会懈怠、社会促进作用和群体思维等概念以及社会

懈怠和群体思维的产生原因（熟悉） （三）团体内部沟通 1

、角色冲突、角色模糊、群体冲突等现象（了解） 2、沟通



的概念和作用（掌握） 3、双向沟通过程（熟悉） 4、沟通的

障碍（掌握） 5、克服沟通障碍的方法（掌握） 6、垂直沟通

的形式和概念（掌握） 7、上行沟通和下行沟通（熟悉） 8、

横向沟通的概念及优势（熟悉） 9、正式沟通网络的类型（

熟悉） 10、小道消息的产生原因（了解） 11、小道消息的特

点及在组织中的作用（熟悉） 12、小道消息的传播形式和应

对方法（熟悉） 三、内容讲解 （一）个体心理与行为 同学们

应当重点掌握：人格的概念和决定因素，人格、情境与行为

方式之间的关系，能力、智力的概念，常用的智力维度，躯

体能力的概念，能力与知识和技能的区别，情绪的性质、表

情以及情绪状态的特点，态度的概念与相关的理论、态度与

行为之间的关系、态度改变的影响因素 了解：人格的稳定性

，能力的意义，有关智力结构的基本理论（斯皮尔曼、瑟斯

顿、吉尔福特、加德纳），躯体能力的维度，情绪的基本理

论（詹姆斯、汤姆金斯、拉扎勒斯） （1） 人格的概念和决

定因素 概念：心理学所说的人格是指个体所具有的与他人相

区别的独特而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它是一个人在与

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动力系统，人

格是一个心理特征。 决定因素：1、遗传：个体的人格是由

其基因决定的，遗传奠定了人格赖以生成的物质基础。 2、

环境：许多环境因素对人格起着塑造作用，这些因素包括：

教养方式、教育背景、生活环境、社会经济基础、人际关系

以及个人体验等。 3、情境：人格是相对稳定的，但在不同

情境中随条件改变而采取不同的态度与行为反应方式。 例题

：下面关于人格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完全由先天遗传

决定B、完全由后天环境造成C、先天、后天共同作用D、在



具体情景中与各种变式。 （2） 人格、情境与行为方式之间

的关系 人格是相对稳定的，但在不同情境中随条件改变而采

取不同的态度与行为反应方式，从而维系人格的本质特征。

在不同的情境中，人格的表现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例如，

一个人工作时很严肃、很谨慎，而闲暇娱乐时却可以非常活

泼、随意。 在组织中情境性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很

难通过一个人的人格对他的工作行为做预测，但如果情境压

力比较小，员工则有更多的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的自由。 

（3） 人格具有稳定性。 偶然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不构成人

格。 （4） 能力、智力的概念 能力：从事各种活动、适应生

存所必须的且影响活动效果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在组织行为

学中，能力决定了员工可以达到的绩效水平。能力分为智力

和躯体能力。 智力：一般的心理能力，是个体从事心智活动

的要素，包括等多方面的能力。 （5） 常用的智力维度，躯

体能力的概念 智力维度：言语能力、数学能力、推理能力、

演绎能力、关系类比能力、记忆力、空间认识能力和知觉能

力。 躯体能力：包括精力、体力、肢体灵活性、躯体平衡性

等。越是不需要技术或越是机械性的工作，越需要躯体能力

。 例题：下面属于智力维度的能力是（ ） A、 语言能力B、

数学能力C、平衡能力 D、知觉能力 (6)、智力结构的基本理

论 查里斯.斯皮尔曼 观点：一般智力要素和特殊智力要素 瑟

斯顿 观点：7种原始能力：词的理解、词的流畅性、计数、

空间知觉、记忆、直觉速度、推理。 吉尔福特 观点：智力三

维度：智力操作的方式、内容、产品 加德纳 观点：智力是多

元的 （6） 能力与知识和技能的区别 知识和技能这两个概念

和能力有关但又有所不同；知识是概括化的经验系统，技能



是概括化的行为模式，而能力则是概括化的心理特征。能力

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定型，但知识和技能却可以不断积累

。 例题：关于能力、知识和技能说法正确是（ ） A、知识是

概括化的经验系统B、技能是概括化的行为模式C、能力是概

括化的心理特征D、能力能不断积累 （7） 情绪的性质、表情

以及情绪状态的特点 情绪的性质：情绪是一种复杂的高级心

理活动，它是人对事物的态度的体验，是人脑对客观事物与

主体需要之间关系的反映。人总是与周围世界的事物发生着

各种各样的联系，这些联系一旦建立，人们就会依据客观事

物对自己的价值，对事物抱有不同态度，这些态度的体验就

是情绪，情绪具有两极性，一种情绪总可以找到它对立的一

极。 表情的特点：情绪往往通过表情来表现，表情是情绪主

观体验的外部表现形式。心理学家常常把人类的表情分为三

种：面部表情、身体表情和言语表情。一般来说，面部表情

最直接反应人的情绪状态，除此之外，身体表情和言语表情

也在传递着情绪状态。 情绪状态的特点：情绪状态可分为心

境、激情和应激三种。心境也叫心情，它是一种比较微弱、

持久而又具有渲染性的情绪体验状态。激情是一种强烈、短

暂、爆发式的情绪状态，有明显的外部表现。应激是指由于

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所引起的高度紧张的情绪状态。 例题：

情绪的状态可以分为（ ） A、心境B、激情C、应激D、情感 

（8） 态度的概念与相关的理论、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态度改变的影响因素 态度阿尔波特定义：态度是一种心理和

神经的准备状态，它通过经验组织起来，影响着个人对情绪

的反应。 态度克里赫定义：态度是个体对自己所生活世界中

某些现象的动机过程、情感过程、知觉过程的持久组织。 态



度弗里德曼定义：态度是个体对某一特定事物、观念或他人

稳固的由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成分组成的心理倾向。 

态度的相关理论：1、条件作用论，认为态度是习惯，是通过

学习的原理形成的。 2、诱因论，认为一个人采取的态度受

他对收益多少的考虑决定。 3、认知一致论，认为人将采取

符合他们总体认知结构的态度。 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人

们的态度与行为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我们经常从他人的态

度来预测其行为。但是，态度与行为之间并非一对一的关系

，态度只是一种行为倾向，他并不等于行为。通过态度预测

行为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态度的特殊性水

平、时间因素、自我意识、态度强度、态度的可接近性。 态

度改变的影响因素：人们经常通过说服来改变他人的态度，

说服成了改变他人态度的最有效的方法。影响说服的因素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说服者的因素（说服者的可信度和说

服者的吸引力）、说服信息的因素（倡导态度和原有态度之

间的差距、信息唤起的恐惧感、信息的呈现形式）、被说服

者的因素（被说服者的人格、被说服者的心情、被说服者的

介入程度、被说服者的自身免疫力、个体差异）、情景因素

（预先警告、分散注意）。 例题：影响说服的因素中说服者

的因素有（ ） A、说服者的可信度B、说服者的心情C、说服

者的吸引力D、说服者的介入程度 （二）团体心理与行为 同

学们应当重点掌握：团体的概念、类型和发展的五个阶段，

同质性和异质性团体；团体规范的概念、分类和作用；团体

压力和从众行为；团体凝聚力的概念和影响因素；社会懈怠

、社会促进作用和群体思维等概念以及社会懈怠和群体思维

的产生原因 （1）团体的概念、类型和发展的五个阶段，同



质性和异质性团体 团体的概念：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影响、

互相依赖的人为了完成特定的目标而结合在一起的集合体，

团体生活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方式。 团体的类型：从不同角

度出发，可以将团体划分成不同类型。但在一般情况下，人

们往往是根据组织的正式性把团体分为正式团体和非正式团

体。 正式团体又可以分为指挥团体、任务团体和团队； 非正

式团体又可以分为利益团体和联谊团体 团体发展的五个阶段

： 形成期：团体存在的目标、结构、从属关系尚不明确。 冲

突期：团体内存在比较大的冲突。 规范期：经过一定时期的

相互作用，团体的规范开始形成，团体的凝聚力也增强。 产

出期：这时团体开始发挥作用，成员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团

体外部，转向任务，开始完成团体的目标。 结束期：团体在

达到目标后解散。 例题：在团体发展的（ ）时期，各派竞争

力量形成一种试探性的平衡，开始以一种合作的方式组合在

一起。 A、形成B、冲突C、规范D、结束 同质性团体：团体

的成员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同质性团体有两方面的优势：一

是由于成员之间有较高的相似性且比较好相处；二是成员之

间易于分享信息、较少发生冲突，更容易交流和合作。 异质

性团体：团体的成员没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异质性团体有三

方面的优势：首先，由于成员具备不同的背景、经验、人格

和看待事物的方法，因而在进行团体决策时会提出更多的观

点，因而有更高的决策质量；其次，由于拥有各种资源，例

如多种知识和技能，因而可以有更高的绩效水平；最后，团

体的成员更容易对团体固有的行为方式提出建议，从而促进

团体的变革。 （2）团体规范的概念、分类和作用 概念：为

了保证团体目标的实现，任何一个团体都必须有制约其成员



的思想、信念和行为的准则和行为标准，这种每个成员都必

须严格遵守的准则就是团体规范。 分类：正式规范（如各种

规章制度、规则）和非正式规范 作用：1、控制成员的行为 2

、提供评价标准 3、提供行为动力 （3）团体压力和从众行为 

团体压力：团体、团体规范会对每一个成员产生约束力，使

其与团体保持一致性，服从团体利益，效劳于团体。 从众行

为：心理学家阿希用实验证实了从众是人的一种基本行为倾

向。影响个体的从众行为最重要的因素有：团体凝聚力、团

体一致性和团体规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