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组织承诺 

组织承诺也叫“组织认同感” “组织归属感”，是员工对于特定组织及其目标的认同、情

绪依赖及参与程度。 

 

2、环式沟通网络 

环式沟通网络是一个封闭式控制结构，每个成员都可以同时与两侧的人员进行信息沟通。在

这样的沟通网络中，组织的集中化程度比较低，组织成员具有较为一致的满意度，士气比较

高涨。 

 

3、团队 

团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相互作用和协作，以便完成组织预定的某项目标的最小单

位。 

 

4、行动型学习 

行动型学习从现实存在的问题人手，侧重于获取知识，并实际执行解决方案。 

 

5、法定权 

指组织内各领导职位所固有的合法的、正式的权力。 

 

6、简述个体行为分析的内容 

（1）分析个体行为时，应该同时考虑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因为任何一个行为的产生与发

展都是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分析个人因素时，应该同时考虑外在行为和内在动机，因为两者的关系相互交叉、错

综复杂。 

（3）分析内在动机时，应该同时考虑积极动机和消极动机，因为产生的行为既有积极的一

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7、防止群体决策弊端的方法 

（1）制定合理的决策程序。 

（2）鼓励群体成员参与决策。 

（3）选用科学的决策方法。 

 



 

 

8、有机式组织的主要特点 

（1）组织在一种动荡的环境中经营，必须经受住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从管理结构到管理方

法都是柔性的。 

（2）组织规模日益扩大和复杂化，组织需要采取主动适应策略进行动态调节，以寻求新的

平衡状态。 

（3）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增多，职工队伍素质不断提高，他们对组织的影响不断扩大。 

（4）管理工作将重点放在说服上，而不是强迫职工参与组织的职能工作。 

 

9、组织社会化过程的主要内容 

（1）第一阶段：原有状态阶段 

主要包括新员工进人组织之前的所有学习活动。这一阶段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人还带有自己

的一套价值观、态度和期望，其中包括对将要从事的工作和服务的组织的态度和期望。 

（2）第二阶段：碰撞阶段 

新员工看到了组织的真目的，并可能面临个人的期望与现实相脱离的问题。如果他们的期望

与现实有差异，新员工就必须经过社会化使自己从以前的假想中摆脱出来，代之以另一套期

望：组织就是这样的。 

（3）第三阶段：调整阶段 

新员工掌握了工作所需的技能，成功地扮演了自己的新角色，并且通过调整便自己适应了组

织的价值观和规范。在这个过程中，管理人员既要使员工适应组织的文化，形成认同感，又

要注意造就富有创新精神的创造型员工，而不能一味地制造循规蹈矩的顺从者。 

 

10、领导生命周期理论中下属成熟的阶段性特点 

下属成熟度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不成熟)：下属对于执行某任务既无必需的能力又不情愿，他们既不能胜任现

在的工作又不能被领导者信任。 

第二阶段(初步成熟)：下属缺乏相应的工作能力，但却愿意执行必要的工作任务，他们

有积极性，但日前的工作能力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 

第三阶段(比较成熟) ：下属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但却不愿意做领导分配给他们做的工

作。 

第四阶段(成熟) ：下属既有工作能力又愿意做领导让他们做的工作。 



 

 

 

11、联系实际谈谈态度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与地位 

态度是指个体对某一对象所持有的评价和行为趋向。态度在工作中一般有以下四种功能： 

（1）调整功能：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适应各种环境，并把这种态度作为今后行为的基础。 

（2）自我保护功能：能使得个体在受到挫折时更好地保护自己。 

（3）价值表现功能：个体能够借用其所持有的态度来表现自己所推崇的价值观。 

（4）知识功能：在个体所能知觉到的外部世界中寻求一种稳定、一致的或者可预测的行为

倾向。 

 

12、双因素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对现代管理工作的启示 

（1）双因素理论的主要内容： 

赫茨伯格认为，造成员工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工资报酬、工作条件、人际关系等。这些因素

即使改善了，也不能使员工变得非常满意，不能充分激发其积极性，只能够消除员工的不满。

这些因素没有激励人的作用，但却带有预防性，有保持人的积极性、维持工作现状的作用，

故称之为保健因素(又称维持因素)。例如，企业政策、工资水平、工作环境、福利和安全等

皆属于这类因素。另一类因素能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员工感到满意，

这类因素称为激励因素。激励因素是影响人们工作的内在因素，其本质为注重工作本身的内

容，借此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增强人们的进取心，激发人们做出最好的表现。 

 

（2）双因素理论在管理中的应用： 

首先，要注意保健因素的作用，使员工不产生不满情绪。创造良好的工作外部环境和条件，

以防止员工对工作产生不满情绪、保持员工的积极性，这对提高劳动效率和管理效率有重要

作用。其次，要在保健因素的基础上，利用激励因素去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如果只顾及保

健因素，仅仅满足于员工没有意见，大家相安无事，还是不能创造出一流的工作业绩。所以，

在管理工作中更重要的是利用激励因素。比如利用“工作再设计”，扩大员工的工作范围，

丰富员工的工作内容，消除员工因长期从事单一、重复劳动而产生的厌倦心理，增强其成就

需要，让工作本身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激励因素，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努力提高工作绩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