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尔雅《领导学》章节测验答案

1.导论.

1.1 导论（一）：领导的一般概念

1【单选题】关于领导,说法错误的是()。  D

A、领导是主体间的互动关系

B、领导者居于主导的位置

C、运用劝说的手段进行引导

D、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领导

2【单选题】《出埃及记》出自于()。  C

A、《领导论》

B、《君主论》

C、《圣经》

D、《神曲》

3【判断题】领导现象只在上下级的这个关系中存在。()  ×

1.2 导论（二）：公共领导者的特征

1【单选题】管理者的主要工作不包括()。  D

A、奖励



B、惩罚

C、招聘

D、设置愿景

2【单选题】公共领导在外延上表现为()。  D

A、公众领导

B、公共事项的领导

C、公共组织中的领导

D、A 和 C

3【单选题】领导与统治的区别有()个。  C

A、1

B、2

C、3

D、4

4【判断题】管理强调效率与效益,还要强调公平与团结。()  ×

5【判断题】领导者可以改变追随者具体行为背后的思想观念。()  √

1.3 导论（三）：公共领导者的角色

1【单选题】与西方文化价值相比,中国缺少一种()。  D



A、世俗的约束

B、组织的约束

C、法律的约束

D、来世的约束

2【单选题】公共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责是()。  A

A、导向

B、组织

C、管理

D、奖惩

3【判断题】领导者最难的任务是改变组织结构。()  ×

4【判断题】毛主席讲领导者的职责一个是出主意,一个是用干部。()√

1.4 导论（四）：关于领导学的研究

1【单选题】领导者的组织职责不包括()。  D

A、公共组织的创立者

B、公共信息的汇集者与传播者

C、公共人力资源的动员者和激励者

D、公共冲突的创造者



2【单选题】对公共领导学的研究,是()。  D

A、科学

B、文化

C、艺术

D、A 和 C

3【单选题】一般正常者的智力大概是()。  B

A、100

B、110

C、140

D、150

4【判断题】伯恩斯是著名的领导学家。()  √

5【判断题】实验研究是领导学研究的方法之一。()  √

2.公共领导者的特质与性格

2.1 公共领导者的特质与性格（一）：历史研究

1【单选题】领导学研究的方法有()大类。  B

A、两

B、三



C、四

D、五

2【单选题】西方统计领导者的特质比较稳定的排在前四的不包括()。  B

A、鼓舞人心

B、聪明

C、有远见

D、能力

3【单选题】关于领导者的特质,在西方问卷调查中排在第一位的是()。  D

A、民主

B、平和

C、能力

D、诚实

4【判断题】特质是单一的,性格是特质的各种综合。()  √

5【判断题】最初领导学的研究是以领导特质为主。()  √

2.2 公共领导者的特质与性格（二）：意志与理智

1【单选题】领导者应具备的四个特质不包括()。  C

A、意志



B、理智

C、能力

D、情智

2【单选题】意志的具体内容指()。  D

A、成就欲

B、良好的习惯

C、领导欲

D、以上都有

3【单选题】领导者在理智方面表现有学习能力,其中包括()。  D

A、从实践中学习

B、从书本上学习

C、学习新知识

D、以上都有

4【判断题】一些学者缺乏决断能力,只适合做高参。()

5【判断题】作为一个领导必须要有旺盛的精力。()

2.3 公共领导者的特质与性格（三）：情智

1【单选题】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情智的内容是()。  D



A、勇气

B、自信

C、情绪稳定

D、理性

2【单选题】从我国与外国奥运会开幕式上不同的表现,可见我国教育缺乏对()的培养。B

A、远见

B、创造力

C、实践力

D、判断力

3【单选题】直觉的洞察往往基于()。  C

A、理性推理

B、猜测预见

C、经验

D、创造力

4【判断题】能体谅他人,也是对领导者的一项要求。()  √

5【判断题】领导者在指引方向时需要有猜测和预见的能力。()  √

2.4 公共领导者的特质与性格（四）：价值



1【单选题】《领导科学》那本书中讲到领导的价值要求有()方面。  C

A、四个

B、五个

C、六个

D、七个

2【单选题】领导者在价值方面表现为()。  D

A、诚实

B、正直

C、可信

D、以上都有

3【单选题】一些学者对领导者的特质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其中不包括()。  B

A、性格性别

B、监督类型

C、自我监控

D、权谋倾向

4【判断题】对领导者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是得学会说“不”。()  √

5【判断题】作为领导者,他的合群意识是很强的。()  ×

2.5 公共领导者的特质与性格（五）：性格



1【单选题】统计学上认为()类型的人容易成为领导。  B

A、外部控制

B、内部控制

C、自我控制

D、他人控制

2【单选题】“凭三尺之剑,立不世之功”是()思想。  C

A、道家

B、法家

C、儒家

D、佛家

3【单选题】控制类型可以分为()。  D

A、内部控制和自我控制

B、自我控制和他人控制

C、外部控制和自我控制

D、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

4【判断题】高权谋倾向的人是有效的领导者。()  ×

5【判断题】内部控制型的人非常注意周围环境的变化。()  ×

2.6 公共领导者的特质与性格（六）：问题分析



1【单选题】ABC 性格中 A 类型的性格最初研究的对象是()。  A

A、病人

B、军人

C、领导者

D、教师

2【单选题】做性格测量的时候把人的性格分为四个维度,其中不包括()。  D

A、外向—内向

B、感知—直觉

C、思考—感受

D、判断—直觉

3【单选题】把性格的四个维度加之任意组合,共有()种情况。  C

A、12

B、14

C、16

D、18

4【单选题】关于 A 类型性格的优点,说法错误的是()。  C

A、负责

B、竞争意识强



C、优柔寡断

D、直率

5【判断题】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性格属于 B 类型。()  √

6【判断题】判断注意理性的梳理。()  ×

7【判断题】在做性格测量的时候一般都会用到迈尔斯-布里格斯的性格类型。()  √

3.有效的公共领导行为

3.1 有效的公共领导行为（一）：类型与维度

1【单选题】员工不满与人员流动率间的关系是()的。  A

A、波浪型

B、直线型

C、平滑的抛物线型

D、简单的抛物线型

2【单选题】领导行为的分类不包括()。  D

A、参与与专断

B、交易与变革

C、体恤与建构

D、参与与体恤



3【单选题】从()个角度分析可知参与式领导优于专断式领导。  B

A、2

B、3

C、4

D、5

4【判断题】在工作中人最不能承受的是辛苦。()  ×

5【判断题】社会要求的基本是公平,组织要求的是效率。()  √

3.2 有效的公共领导行为（二）：情境

1【单选题】交换型领导方式具有()。  A

A、短暂性

B、长时性

C、稳定性

D、瞬间性

2【单选题】变革型领导的行为的重要特征不包括()。  C

A、展现魅力

B、个人化关心

C、进行社会变革



D、智力刺激

3【单选题】领导方格模型把领导分为()种典型分类。  C

A、3

B、4

C、5

D、6

4【判断题】变革型领导是要改变追随者的价值观念。()  √

5【判断题】最好的追随者是典范型追随者。()  √

3.3 有效的公共领导行为（三）：领导者与追随者

1【单选题】影响领导效果的情境因素包括()。  D

A、追随者的情况

B、任务结构和面临压力

C、领导者状况和群体氛围

D、以上都是

2【单选题】领导比较喜欢的追随者是()。  C

A、疏远型的

B、主动型的



C、服从型的

D、实用主义的

3【单选题】领导者本身状况的主要方面不包括()。  D

A、能力

B、权力

C、信息

D、行为

4【判断题】领导本身缺乏能力时则需要更多依赖追随者。()  √

5【判断题】人们把认知资源分为智力资源和经验资源两类。()  √

3.4 有效的公共领导行为（四）：文化因素

1【单选题】从价值的()个角度可以来区分民族文化。  C

A、3

B、4

C、5

D、6

2【单选题】各个国家文化维度方面男性化一栏中得分最高的是()。  C

A、荷兰



B、德国

C、日本

D、法国

3【单选题】高语境文化的人特点是()。  D

A、说话算数

B、责任心强

C、一板一眼

D、灵活

4【判断题】中国的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  √

5【判断题】中国领导文化更强调绩效和个人导向。()  ×

3.5 有效的公共领导行为（五）：情境因素分类

1【单选题】什么样的追随者会使得领导变得没有必要?()  D

A、有能力

B、独立倾向与自我领导意识强

C、有教养

D、以上都有

2【单选题】影响领导效果的各种情境因素从性质上分类不包括()。  D



A、抵消者

B、加强者

C、替代者

D、惩罚者

3【单选题】对抵消领导作用的情境因素,说法错误的是()。  C

A、追随者自恃过高

B、虚幻的自尊心

C、在乎组织奖励

D、奖励不受领导控制

4【判断题】如果追随者之间存在激烈竞争,这时候他们对领导者的依赖程度会降低。() ×

5【判断题】替代者本身可以是抵消者,但抵消者不一定是替代者。()  √

3.6 有效的公共领导行为（六）：行为与情境

1【单选题】遇到抵消者时,领导应该采取的措施不包括()。  B

A、增强领导力度

B、转移抵消因素

C、消除抵消因素

D、建立抵消因素



2【单选题】如果领导者缺乏领导特质,应通过()来加强。  D

A、替换

B、培训

C、改变情境

D、以上都对

3【单选题】费德勒权变模型中情境是()。  D

A、中间变量

B、调节变量

C、干预变量

D、以上说法都对

4【判断题】赫西·布兰查德的情境模型是经典的领导模型之一。()  √

5【判断题】费德勒权变模型中把领导者和员工的关系叫做群体氛围。()  √

3.7 有效的公共领导行为（七）：模型分析

1【单选题】中等情境需要()。  C

A、任务驱动型领导

B、民主型领导

C、关系驱动型领导



D、主动型领导

2【单选题】赫西·布兰查德的情境模型把领导风格分为()种。  C

A、二

B、三

C、四

D、五

3【单选题】赫西·布兰查德模型根据()划分追随者的准备水平。  D

A、能力

B、信心

C、个人意愿

D、以上都是

4【判断题】有能力而无信心叫自我功效差。()  √

5【判断题】一个组织处于危机时期需要任务驱动型的领导。()  √

4.公共领导权力的获得

4.1 公共领导权力的获得（一）：领导的产生

1【单选题】领导权力自发形成的过程中需具备的条件是()。  D

A、群体需要



B、竞争胜出

C、提供整合经验的解释框架

D、以上都对

2【单选题】领导产生的方式有()。  D

A、选举

B、任命

C、自发

D、以上都对

3【单选题】信誉特质理论的提出者是()。  C

A、费德勒

B、麦格雷戈

C、霍兰德

D、麦克斯韦尔

4【判断题】权力资源是建立权力关系的一个充分条件。()  ×

5【判断题】选举产生的领导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一定具有领导能力。()  ×

4.2 公共领导权力的获得（二）：权力资源的来源

1【单选题】可以从()角度来分析公共领导权力资源的来源。  D



A、职位

B、群体

C、组织、地位

D、A 和 C

2【单选题】与公共职位相联系的权力资源有()。  D

A、合法权

B、奖酬

C、惩罚

D、以上都是

3【单选题】由个人特质而来的权力叫()。  C

A、专长权

B、经验权

C、参照权

D、组织权

4【判断题】企业裁员的时候先裁能够被别人替代的人。()  √

5【判断题】信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力资源。()  √

4.3 公共领导权力的获得（三）：权力资源的扩展



1【单选题】国家领导()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建设,要穿燕尾服、打领结、拄拐杖、

戴高礼帽。  C

A、尼克松

B、克林顿

C、戴高乐

D、阿拉法特

2【单选题】领导的形象管理包括()。  D

A、眼神

B、站姿

C、手势

D、以上都有

3【单选题】使权力资源扩展的策略中,错误的是()。  B

A、完善组织的制度建设

B、掌握对下交流渠道

C、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交活动

D、提升所在团队在组织中的地位

4【判断题】组织本身地位的高低会影响到领导本身权力资源的多少。()  √

5【判断题】领导对自己形象的管理叫印象管理。()  √



5.公共领导权力的有效运用

5.1 公共领导权力的有效运用（一）：追随者的权力资源

1【单选题】追随者的权力资源有()。  D

A、选举和更换领导者

B、评价

C、集体行动

D、以上都是

2【单选题】要成为好的领导者的好的追随者,需要注意()。  D

A、成为领导者的财富

B、帮助领导者变得更加优秀

C、与领导者建立信任关系

D、以上都有

3【单选题】追随者权力资源少,与领导者动机不一致时,对领导者会()。  C

A、主动顺从

B、绝对顺从

C、被动顺从

D、相对顺从



4【判断题】在选举中,选票是追随者重要的权力资源。()  √

5【判断题】目前网络也是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  √

5.2 公共领导权力的有效运用（二）：追随者的影响策略

1【单选题】关于领导权力如何运用,方法错误的是()。  C

A、合作帮助

B、交换利益

C、感性劝说

D、激发情感

2【单选题】各种策略中适于影响改革或创新,不适于影响工作指派的是()。  D

A、合法化

B、个人诉求

C、解释收益

D、结盟策略

3【单选题】要想对领导者采取的积极影响策略,需注意()。  D

A、确定领导者期望你做什么

B、确定你传达信息的准确性

C、鼓励领导者提供真诚的反馈



D、以上都是

4【判断题】公共领导者职位权力的使用原则之一是有限性原则。()  √

5【判断题】领导者会尊重言听计从的追随者。()  ×

5.3 公共领导权力的有效运用（三）：权力使用策略

1【单选题】使用奖酬权时要注意()。  D

A、奖励要公平

B、奖励有信

C、奖励要及时

D、以上都对

2【单选题】关于使用强制权产生的影响,说法错误的是()。  C

A、见效快

B、适合惩戒性行为

C、增强下属的满足感

D、有效获得服从

3【单选题】领导者在使用权力时应()。  B

A、可以不回应下属需要

B、解释要求的理由



C、不定期行使权威

D、通过转达的形式提出要求

4【判断题】运用专长权时只需花费少量情感能量。()  √

5【判断题】领导在使用参照权时应尽力保护追随者。()  √

5.4 公共领导权力的有效运用（四）：领导过程的交换

1【单选题】领导在发展圈内成员时需注意()。  D

A、选择标准的问题

B、圈内成员犯错该如何处理

C、定期检查

D、以上都是

2【单选题】领导和员工纵向交换的第三个阶段是()。

A、信息

B、信任

C、思想

D、情感

3【单选题】关于与领导交换水平高的追随者,描述错误的是()。  C

A、工作表现好



B、与领导态度相似

C、性格较内向

D、忠诚

4【判断题】霍兰德认为领导过程本身是一种交换过程。()  

5【判断题】如果领导者与员工交换水平高,那这些员工被称为圈内人。()  √

5.5 公共领导权力的有效运用（五）：权力的分配

1【单选题】领导者要对下属授权,原因不包括()。  C

A、给新领导者锻炼的机会

B、减轻领导者的负担

C、提高组织的效率

D、培养新的接班人

2【单选题】为防止授权以后过度混乱,领导者在授权的事项上是()。  A

A、下属可以比自己完成得更好

B、急迫且高度优先的任务

C、比较容易的任务

D、枯燥任务与愉快任务分开

3【单选题】在授权的准备步骤上需要做调整的有()。  D



A、领导方面的

B、组织方面的

C、人员培训方面的

D、以上都有

4【判断题】

一般而言，越是优秀的领导者越不想培养接班人。()

5【判断题】一般而言，领导者授权以后最初的阶段会导致绩效下滑。()  √

6.公共领导过程中的组织与激励

6.1 公共领导过程中的组织与激励（一）：知人善用

1【单选题】关于选择人才,中国古代的有益经验不包括()。  D

A、德才兼备的原则

B、人尽其才的理念

C、以微见著的考察方法

D、从谏如流的态度

2【单选题】在刘邦看来,自己能够得到天下,关键在于()。  C

A、自己有卓越的军事才能

B、天时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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