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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理学》

前言

　　管理心理学是结合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科，是研究管理领
域中人的心理行为运动规律及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是组织中人的
行为和心理活动，侧重于研究组织系统中人与人打交道的活动，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其研
究的核心问题是，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20世
纪以来，管理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是从强调对物的管理转向强调对人的管理。管理
心理学是管理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它对管理科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应用价值。在
实践中，很多管理者注重以人为本，也认识到了调动人的积极性对于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性，但苦于
没有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的心理，而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学习这门课，使对人的管理逐步
走向科学化的轨道是很有帮助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本书分为四大方面内容：个体心理、群体心
理、领导心理和组织心理。全书共分十二章，主要介绍管理心理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学科特点、研
究方法及管理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个体心理研究包括个性、能力、气质、性格、知觉、个体的需要
、动机态度、情感、个体的心理健康与心理卫生等；个体心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激励问题，它涉
及到如何认识个体差异和运用个体差异理论，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群体是组成一个组织或企业
的基础单位，它是由若干人组成的；群体心理并非是不同个体的抽象结合，而是指具有心理交互影响
并具有一定组织形式的整体结合；管理心理学关于群体的研究包括群体结构、规范、群体凝聚力、群
体士气及群体人际关系等。领导心理是管理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研究在管理中领导者的心
理活动及行为表现；领导者在组织系统中具有带领组织成员实现组织目标的重要作用；管理心理学主
要研究领导对组织、群体、个体影响力及领导理论，领导人员的自身素质、领导行为模式与领导风格
等。组织心理研究的具体内容包括组织的含义、分类、组织理论的发展、组织结构及组织变革和组织
发展趋势分析。　　作者坚持学术性与实用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运用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
果，结合我国国情全面阐述了管理心理学的历史和现状，并在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发展趋势进
行了展望，把握了管理心理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前景，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可读性相结
合，强调基础理论的应用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相关著作和资
料，并引用了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同时也得到了管理心理学老前辈的关怀和指导，在此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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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理学》

内容概要

《管理心理学》吸取了西方管理心理学的“合理内核”，结合我国管理实践，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管理
心理学的主要经典理论以及管理心理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详尽地介绍了管理心理学的发展以及个体
心理、群体心理、领导心理和组织心理的特征、规律及相应的管理对策，并探讨了心理挫折、心理诊
断、心理调适、组织变革、团队建设与员工心理等热点问题。全书结构严谨，以人本思想为前提，将
如何达到对人的适当约束和激励作为中心内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基本理论阐述精要，同时突出了
基本技术与技能的应用。《管理心理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或成人高校的经济管理专业基础教材，
也可作为各层次管理人员学习管理心理学的培训教材和自学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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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理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管理心理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一　管理心理学的概念　　二　管理心理学的研
究对象　第二节　管理心理学的学科特点及研究方法　　一　管理心理学的学科特点　　二　管理心
理学的形成　　三　管理心理学的发展现状　第四节　管理心理学的管理学理论　　一　管理的含义
　　　二　管理学和管理理论　第五节　管理心理学的心理学理论　　一　心理学　　二　心理的实
南　　三　心理现象第二章　个性与管理　第一节　个性概述　　一　个性的概念　　二　个性的基
本特征　　三　个性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能力与管理　　一　能力概述　　二　能力分类与特征
　　三　能力差异与管理　第三节　气质与管理　　一　气质概述　　二　气质的类型与特征　　三
　气质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第四节　性格与管理　　一　性格概述　　二　性格的类型　　三　性
格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第三章　知觉与管理　第一节　知觉概述　　一　知觉概念　　二　知觉的特
性　　三　影响知觉的因素　　⋯⋯第四章　个性行为与激励第五章　个体心理冲突，挫折与管理第
六章　群体的概念与特点第七章　群体凝聚力第八章　群体人际关系第九章　领导概述第十章　领导
有效性理论及行为第十一章　组织与组织理论第十二章　组织变革与发展附录　主要外国学者英汉译
名对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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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理学》

章节摘录

　　（1）包容的需求　　具有这种需求的人希望与别人交往，与别人建立和维持和谐的关系，基于
此动机而产生的人际行为特征是交往、沟通、容纳、相属、参与等，与此动机相反的人际反应特征是
孤立、退缩、疏远，排斥、忽视等。　　（2）控制的需求　　具有这种需求的人希望通过权力或权
威与他人建立、维持良好的关系，出于这种动机所形成的人际行为特征是运用权力、权威、超越、影
响、控制、支配、领导他人。与此动机相反的人际反应特征是抗拒权威、忽视秩序、受人支配、追随
他人等。　　（3）情感的需求　　具有这种需求的人希望在情感方面与他人建立并维持良好的关系
。出于这种动机所形成的人际行为特征是喜爱、亲密、同情、友善、热心、照顾等，与此动机相反的
人际反应特质是憎恨、厌恶、冷淡等。　　舒尔茨不仅区分了人际关系需求的三种类型，而且还将以
上三种需求方面的行为表现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主动地表现者，一类为被动地期待别人的行动者。
这样就构成了六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倾向，如表8．2所示。　　一个包容动机很强、同时行为又主动的
人，必然是一个外倾的人，他喜欢与人交往，热情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果他同时又是一个感情动机
很强的人，不仅喜欢与别人交往，而且还关心别人，同情爱护别人，自然会受到大家的爱戴。　　人
际反应特质因人而异，但每一个人的特质有其稳定性和一贯性，即个体在不同的交往场合中，会表现
出一种相同的基本反应倾向。了解不同个体的人际反应特质，有助于我们在交往中预测人与人之间可
能发生的交互反应，而采取适当的配合行为，以便于更有效地交往，这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
对于组织管理者来说，了解人的人际反应特质，对于处理组织内部的各种人际关系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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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理学》

精彩短评

1、在大学二手书店里淘来。不一会儿就看完，好东西只是现在 的大学生不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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