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织行为学第三讲



目录

• 组织行为学概述

• 个体行为与心理

• 群体行为与心理

• 领导行为与心理

• 组织变革与发展

• 组织文化与行为



组织行为学概述01



组织行为学是研究组织中人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及其规律，提高管理人员预测、引导和控制人的

行为的能力，以实现组织既定目标的科学。

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个体、群体和组织三个层次。其中，个体是构成组织的基础，群体

是组织的基本单元，而组织则是个体和群体实现目标的载体。

定义

研究对象

组织行为学的定义与研究对象



早期研究

早期的组织行为学研究主要关注

个体层面，如泰勒的科学管理理

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等。

行为科学研究

20世纪30年代后，行为科学逐渐

兴起，关注员工在组织中的心理

和行为，如霍桑实验等。

现代组织行为学

20世纪60年代后，组织行为学开

始关注群体和组织层面，形成了

现代组织行为学的理论体系。

组织行为学的历史与发展



观察法

通过对组织中人的行

为和现象进行直接观

察，收集数据并进行

分析。

调查法

通过问卷、访谈等方

式收集组织中人的心

理和行为数据，并进

行统计分析。

实验法

在控制条件下对自变

量和因变量进行操纵

和观测，以探究变量

之间的关系。

案例研究法

通过对特定组织或事

件进行深入调查和分

析，提炼出具有普遍

意义的结论。

组织行为学的研究方法



个体行为与心理02



动机理论

解释个体行为背后的驱动力，如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赫茨伯

格的双因素理论等。

学习理论

探讨个体如何通过经验和学习改

变行为，包括行为学习理论、社

会学习理论等。

人格理论

研究个体稳定的心理特征和行为

模式，如特质理论、类型理论等。

个体行为的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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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过程

探讨情感对行为的影响，

如情绪驱动行为、情感调

节行为等。

认知过程

描述个体如何获取、处理

和解释信息，从而影响行

为决策。

意志过程

研究个体如何设定目标、

制定计划和采取行动，以

实现目标。

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关系



个人因素01

包括个体的性格、价值观、态度、能力等，对行

为产生直接影响。

02 环境因素
如物理环境、社会环境、组织文化等，对个体行

为产生间接影响。

03
情境因素
指特定情境下的因素，如任务特征、团队氛围、

领导风格等，对个体行为产生临时性影响。

影响个体行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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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概念与类型

群体的定义

群体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

相互依赖的个体，为了实现特定目标

而组成的集合体。

群体的类型

根据群体成员之间互动的性质和程度，群

体可分为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根据群

体成员的地位和角色，群体可分为命令型

群体、任务型群体和利益型群体等。



群体形成阶段

成员相互认识、建立信任、

明确目标、制定规范。

群体震荡阶段

成员间出现冲突、竞争、

分化，领导地位受到挑战。

群体规范阶段

成员间达成共识，形成稳

定的规范和价值观。

群体执行阶段

成员按照规范和目标进行

工作，实现群体目标。

群体解散阶段

任务完成或目标实现后，

群体解散，成员各自回归

原来状态。

群体发展的阶段与特点



群体决策的过程

问题识别、信息收集、方案制定、方案评估、方案选

择、实施与反馈。

影响群体决策的因素

群体成员的个性、价值观和经验；群体内部的沟通和互

动方式；群体的结构和规模；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不确定

性等。为了提高群体决策的质量和效率，需要关注这些

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优化决策过程。例如，加强

群体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信任，促进信息共享和知识转移

；采用科学的决策方法和工具，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可

行性；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及时调整决策

方案和实施计划等。

群体决策的过程与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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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领导的概念
领导是指引导和影响个人或组织，在一定条件下

实现某种目标的行动过程。

领导类型
根据领导风格和方式的不同，领导可以分为交易

型领导、变革型领导、服务型领导等不同类型。

领导的概念与类型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605000222032011131

https://d.book118.com/605000222032011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