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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知识和实务

考点强化班

第一部分 组织行为学基础

本部分知识结构及分值

组织行为学基础近五年考情

单选分值 多选分值 案例分值 合计 平均

总分 平均 总分 平均 总分 总分

62 12.4 41 8.2 62 12.4 165 33

第一章 个体心理与行为

本章考点速览

本章考情分析

章 单选 多选 案例

第一章 4 题左右 2题左右 13 年出过、17 年出过



第一节 人格及其理论

考点-1 人格 ★★

（一）概念

心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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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风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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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行为学：理解员工的思想、情感、行为方式以及对组织和工作的态度的重要因素。

对职业选择、工作满意度、领导、工作绩效等方面都有影响。

（二）人格的影响因素

三大因素 涵义

遗传 人格由遗传决定，因此相对稳定。遗传奠定人格形成的物质基础，并不直接决定人格。

环境 环境塑造人格，如教养方式、教育背景、生活环境、社会经济基础、人际关系、个人体验等。

情境 人格相对稳定，但随着情境因素改变而采取不同的态度与行为方式。不同情境下的人格表现可

能差异很大。

（三）人格、情境与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

1.人格是一种结构化的内在系统，它的形成受到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而且会对个体的行为方式和体

验特点进行调控。

2.人格是稳定的，虽然个体的行为方式和体验特点会随时间而变化，但贯穿一生的东西保持不变。

3.行为的跨情景一致性。个人的目标和行为倾向保持相对稳定，但并不是在所有情景下一成不变。

（四）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对人格的看法

理论 代表人物 观点

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人格三部分即本我、自我、

超我的和谐是健康人格的前提，力比多

（性能量）是推动人格健康发展的内在

动力。

人格的核心是一个人思想中的各种事件，这些事件是

产生行为的动机。精神分析关注的是这些行为产生的

内在根源以及这些内在驱动力间的冲突。

人本主义 罗杰斯、马斯洛、霍尼。三者都强调自

我实现和实现真实自我的过程。

人本主义从个人意识经验、成长潜能整合的角度理解

人格，核心是强调自我实现的驱动力。

考点-2 人格理论★★★

人格特质理论

两个重要假设：

（1）人格特质在时间上相对稳定；

（2）人格特质在空间上相对稳定。

（一）奥尔波特的特质理论

三个层面：枢纽特质、核心特质、次要特质

枢纽特质：指那些渗透于人格乃至遍及此人全部活动的特质。

核心特质：指渗透性差一些，但还是相当概括的有一般意义的特性，它是人格的建筑构件。每个人的核

心特质有 5-10 个。

次要特质：指不明显，不受人注目，一致性和一般性较差的人格特质。

奥尔波特认为，各种特质不是零散的，而是有组织的。

（二）卡特尔的特质理论

人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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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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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乐群性

聪慧性

稳定性

支配性

兴奋性

有恒性

敢为性

低分者特征

孤独冷淡

迟钝、学识浅薄

激动、易烦恼

顺从

审慎、冷静

苟且、敷衍

畏怯

高分者特征

温情合群

聪慧、有才识

成熟镇静

好强

热心、健谈

谨慎、固执

鲁莽



8

9

10

敏感性

怀疑性

幻想性

理性沉着

易信赖、随和

妥善处理

敏感、优柔寡断

多疑、善妒

豪放

人格因素

11

12

13

14

15

16

名称

世故性

忧虑性

实验性

独立性

自律性

紧张性

低分者特征

直率朴实

安详自在

保守、尊重传统

依赖、合群

矛盾冲突、不顾大体

心平气和

高分者特征

世故圆滑

焦虑不安

敢于批判

自负自决

克己自律

紧张兴奋

（三）艾森克的特质理论

英国心理学家艾森克从特质论出发，用传统的实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人格问题， 从特质研究转向对人格

维度分析；内外倾、神经质和精神质。

代表人物 基本观点

奥尔波特 人格结构有三个层面：枢纽特质即基本特质、核心特质、次要特质

卡特尔 人格结构的基本要素是“特质”，总结出 16 种人格根源特质。制定卡特尔 16 人格

因素量表

艾森克 提出人格的三个维度——内外倾、神经质 、精神质

（四）“大五”和“大七”人格理论

1.“大五”人格理论

认为人格维度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因 素 双极定义

外向性 健谈的、精力充沛的、果断的/安静的、有保留的、害羞的

愉悦性 有同情心的、善良的、亲切的/冷漠的、好争吵的、残酷的

公正严谨性 有组织的、负责的、谨慎的/马虎的、轻率的、不负责任的

神经质性 焦虑的、不稳定的、喜怒无常的/稳定的、冷静的、满足的

开放性 有创造性的、聪明的、开放的/简单的、肤浅的、不聪明的

2.“大七”人格理论

人格具有文化的特异性。

因素 含义

外向性 活跃、合群、乐观

人际关系 利他、诚信、重感情

行事风格 严谨、自制、沉稳

善良 宽和、热情

情绪性 耐性、爽直

智慧 才智、坚韧、机敏

处世态度 自信、淡泊

考点-3 人格特质在组织管理中的价值★★

代表人物 领导应具备的特质

吉伯 身强力壮、聪明但不过分聪明、外向有支配欲、有良好调适能力、自信

斯道格迪尔 有责任感、持之以恒、勇于冒险、有创新精神、勇于实践、自信、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力并能

忍受挫折等

哈恩特 决定一个人可以成为卓越领导的特质少得可怜

伯恩斯 提出改变型领导者



豪斯 有魅力的领导者

巴斯 魅力型领导的四特征：魅力、激发动机、智力激发、个人化的考虑

第二节 智力与能力

考点-4 智力★★★

智力是一般的心理能力

（一）基本的智力维度

维度 定义 范例

言语能力 理解、使用口头和书面语言的能力 教师、律师、领导

数学能力 解决数学问题，对数关系的理解和掌握的能力 投资商、工程师

推理能力 理解解决问题的原则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治疗师、设计师、咨询师

演绎能力 通过对事实的观察或评估得出适合的结论的能力 科研人员

维度 定义 范例

关系类比能力 理解两个事物之间的联系，并将其运用于其他事物间

的关系和情境中的能力

人类学家（考察文化和仪式之间的

关系）

记忆力 识记、保持和回忆句子的能力 口译专家

空间认知能力 判断物体的位置和排列，以及当物体的空间位置变化

时，可以想象出物体形状的能力

室内装潢师、艺术家

知觉能力 辨认视觉上的模式和发现模式内以及模式间关系的能

力

摄影师

（二）智力结构的基本理论

代表人物 观点

斯皮尔曼 一般智力因素（G 因素）和特殊智力因素（S 因素）。

完成工作需要两种智力因素共同作用

瑟斯顿 七种原始能力：词的理解、词的流畅性、计数、空间知觉、记忆、知觉速度、推理

吉尔福特 智力的三维度：智力操作的方式、内容、产品，三者构成智力的三维立体结构模型

加德纳 智力是多元的，归纳出八种智力：逻辑—数学、语言、自然主义、音乐、空间、身体运动、

社交、自知

考点-5 能力 ★

（一）躯体能力

包括：精力、体力、肢体灵活性、躯体平衡性。

（二）能力与工作的匹配

1.员工的能力结构和水平与工作绩效有直接关系；

2.将工作与能力进行最佳配置才能达到最佳绩效；

3.能力是晋升的依据之一，将能力与岗位有效配置才能充分利用组织内的人力资源，提高生产效率。

（三）能力与知识和技能的区别

1.知识是概括化的经验系统，技能是概括化的行为模式，能力是概括化的心理特征。

2.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定型，知识和技能可以不断积累。（重视职员素质的培养）

考点-6 领导者的胜任特征★

反映的是个体适应环境要求并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

胜任特征模型是指担任某一特定的角色所需具备的能力、知识和技能的总和，或在特定职位上获得优异

表现所必须具备的胜任特征结构。

麦克利兰：成就动机；服务意识；管理才能；认知能力；个人效能

威尔逊： 预测变化；寻求支持；驱力水平



第三节 情绪

考点-7 情绪★★

七种基本的情绪分类：高兴、惊奇、生气、厌恶、害怕、悲伤和轻蔑。

（一）情绪和情感

（1）区别

1）情绪是生理需要能否被满足的内在体验；情感是与人的社会

需要相联系的复杂而高级的体验。

2）从产生顺序来看，情绪反应在先，情感体验在后。

3）从原因上讲，情绪往往由事物的表象引起，带有冲动性和爆

发性，伴有生理反应；情感则与人对事物深刻体验和认识联系在一起。

（2）联系

情绪是情感的外在表现，离开情绪情感无从表达。

情绪变化受情感制约，有时情绪会受情感的影响而改变原始形式。

（二）情绪的两极性

指人的每一种情绪都可以找到与它对立的一极，如爱与憎、喜与悲等对立的情绪。

分类：积极的、增力的、肯定的情绪和消极的、减力的和否定的情绪。

快感度（愉快和不愉快）、紧张度（轻松和紧张）、激动度（平静和激动）和强度（一般愤怒、

大怒、暴怒）来区分。

（三）情绪状态

按照情绪发生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人的情绪分为：心境、激情、应激三种。

心境即心情，不针对具体事物，是在特定时间内的心理活动所感染的某种情绪色彩（如忧郁、得意等）

激情具有激动性和冲动性的特点，当客观事物与人的要求发生异常冲突时，常常会产生激情。（如狂喜、

绝望等）

应激指由于意外事情发生而引起的高度紧张的情绪状态。此时，人的免疫系统会发生剧烈变化。（如丧

偶、疾病）

（四）情绪的表现—表情

表情分三类：面部表情、身体表情、言语表情

面部表情是最重要的表情（高兴表情基本一致）

身体表情（点头、摇头）

言语表情

第四节 态度与行为

考点-8 态度 ★★★

（一）态度的概念与成分

美国弗里德曼

态度是个体对某一特定事物、观念或他人稳固的，由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部分组成的心理倾向。

根据弗里德曼理论，态度包括：

（1）认知成分：指人们对外界对象的心理印象，包括事实、知识、信念。它是其余两部分的基础。

（2）情感成分：指人们对态度对象肯定或者否定的评价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情感。它是态度的核心与关

键，会影响认知成分和行为倾向成分。

（3）行为倾向成分：指人们对态度对象所预备采取的反应，具有准备性质。它会影响到人们将来对态度

对象的反应，但不等于态度的外显行为。

（二）态度形成的理论

（1）学习理论：人的态度和其他行为习惯一样，都是通过联结、强化、模仿等机制后天习得的。

（2）诱因理论：态度的形成是对利益或损失进行衡量的过程，一个人采取的态度受他对于收益多少的判断而

决定。

（3）认知一致性理论：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自己的认知结构具有一致性并赋予意义，因此，普遍倾



向于采取符合他们总体认知结构的态度。

（三）态度与行为的关系

影响因素

1）态度的特殊性水平：确定态度指向的是一般群体还是特殊个体。特殊性越高，预测越准确。

2）时间因素：态度测量与行为发生之间的时间间隔越长，不可知事件改变态度与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3）自我意识：内在自我意识高的人的态度预测其行为效度较高；而公众自我意识高的人关注外在的行为

标准，难以用他们的态度对其行为进行预测。

4）态度强度：强烈的态度对行为的决定作用更大。

5）态度的可接近性：越容易意识到的可接近性越大。来自直接经验的态度对行为的影响大。

（四）态度改变的理论

1.海德的平衡理论

态度改变遵循最少付出原则，即为了恢复平衡状态，哪个方向的态度改变最少，就改变哪里的态度。

2.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

由于做了一项与态度不一致的行为而引发的不愉快的感情。

如何减少认知失调：

（1）改变态度

（2）增加认知

（3）改变认知的重要性

（4）减少选择感

（5）改变行为

考点-9 说服 ★

说服者的因素 1.某方面有专长的人对说服他人比较有效；

2.说服者值得信赖对说服会产生正面影响；

3.说服者具有吸引力则说服效果良好；

4.说服者会从观点中获益则会被怀疑可靠性。

说服信息因素 1.说服者与被说服者所持态度间的差距；

2.信息唤起的恐惧感；

3.说服信息的呈现方式。说服信息多，书面呈现效果好；信息少，视觉效果好。单面说服；

双面说服（争论情况下）

被说服者的因素 1.被说服者的人格；2.被说服者心情好时，在争论出现时介入较少，容易被说服；3.被说

服者介入程度越深，态度改变越难；4.预先说服会产生免疫力，使态度改变困难；5.认知

需求高的人不易说服，自我监控高的人容易被说服，处于敏感期的少年容易被说服。

情境因素 1.当个体对问题了解较多时，预先警告会引起抗拒；

对问题了解较少时，预先警告利于态度转变。

2.分散注意力能减少抗拒对改变态度有利。

考点-10 偏见 ★★

人们以不正确或不充分的信息为根据，形成的对他人或者群体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看法和影响。与态度有

关，不同于态度。

偏见与情感要素联系，不合逻辑，不合情理。

消除偏见方法：

1）对抗刻板印象；

2）平等接触

3）创造消除偏见的环境。

第五节 价值观



考点-11 价值观 ★

人们关于事物重要性的观念，是依据客体对于主体的重要性，对客体进行价值评判和选择的标准。

价值观主体：是个体现象，也是社会现象，还是文化现象；

表现形式：既是外显的，也是内隐的；

功能来看：对行为具有解释、预测、导向作用；

层次来看：价值观具有超越情景的特点；

价值观比态度更抽象概括

分类：

美国奥尔波特

六分类

经济型：务实，对有用的东西感兴趣；

理论型：有智慧，以发现真理为追求；

社会型：友爱和谐、公平正义；

政治型：重视权力、地位、影响力；

审美型：追求形式和谐，以美的原则评价事务；

宗教型：统一的价值高于一切。

罗奇克的工具性与终极性价值

观理论

终极性价值观：欲达到的终极目标或存在状态；

工具性价值观：为达到上述目标所采取的行为或手段，如对责任的自我控制

等。

莫里斯

生活方式理论

实际价值：对不同事物表现的差别喜好的倾向；

想象价值：局限于能预见后果的选择行为；

客体价值：根据事物客观条件决定取舍。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理论 个人主义：是从团体、组织中的情感独立；

集体主义：重视成员资格，强调忠于集体价值观。

工作价值观

也称职业价值观，是人们对工作意义的认识，包括工作倾向、工作需求、职业道德取向等。

美国学者萨普尔将工作价值观分为三大群组：

内在工作价值 工作本身有关的因素：利他主义、独立性、审美、创造性、智慧激发、成就感、管理权力。

外在工作价值 工作本身无关的因素：工作环境、与上司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变化性。

外在报酬 生活方式、声望、经济报酬、安全感。

考点-12 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其特点：

（一）以“己”为中心的价值观（差序格局）

（二）以社会、关系、情景为中心的价值观。（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

考点-13 自我价值定向理论★

自我价值就是个体的意义定义体系，它决定着个体怎样解释世界，也决定他怎样解释自己，是自我存在

和自我行为理由的出发点。

两个决定因素：

1.自我价值定位；（选择什么标准来评价自身价值）

2.自我价值支持。（客观的自我价值依托资源，如收入、家境优越）

本章内容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