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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完本章后，你应该能够：

� 知道什么是群体；

� 群体的一般分类；

� 区别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

� 比较群体发展的两种模型；

� 解释如何分析群体互动过程；

� 明确在解释群体行为中的关键要素；

� 解释角色要求在不同情境中如何变化；

学
习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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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完本章后，你应该能够（二）：

� 描述群体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 界定““““社会惰化””””，并说明它对群体绩效的影响；

� 明确高内聚力群体的利与弊。

� 列出群体决策的优势与劣势。

� 群体决策的一般方法。

学
习
目
标

(( ( ( 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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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定义和分类群体的定义和分类

群体

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由两个
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相互依
赖的个体组合而成的集合体。    

正式群体

由组织结构界定的、工作
分配很明确的群体。    

非正式群体

既没有正式结构、也不是
由组织指定的联盟关系，
它们是员工为了满足社会
交往的需要而在工作环境
中自然形成的。 

特征：
1111、心理上的认知性；
2222、行为上的联系性；
3333、利益上的依存性；
4444、目标上的共同性；
5555、结合上的组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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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定义和分类(续)群体的定义和分类(续)

命令型群体

由组织章程规定。它由直
接向某个管理者汇报工作
的下属组成。    

任务型群体

由组织确定，它指的是
为了完成一项任务而共
同工作的群体。 

利益型群体

在利益型群体中，大家为了
某个共同关心的具体目标走
到一起。    

友谊型群体    

一些群体之所以能够形
成和发展，往往是因为
其成员拥有某种或某些
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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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要加入群体 ?人们为什么要加入群体 ?

• 安全    

• 归属    

• 地位

• 自尊    

• 权力    

• 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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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阶段 第一阶段：
形成

第二阶段：
震荡

第三阶段：
规范

第四阶段：
执行

第五阶段：
解体

前阶段 第一阶段：
形成

第二阶段：
震荡

第三阶段：
规范

第四阶段：
执行

第五阶段：
解体

群体发展的阶段群体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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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发展的阶段群体发展的阶段

形成阶段

它以群体在目的、结构、
领导方面存在着大量的不
确定性为特点。    

震荡阶段

是一个突显内部冲突的
阶段。

规范阶段    

群体进一步发展了密切的
群内关系，同时也表现出
了内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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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发展的阶段(续)群体发展的阶段(续)

执行阶段

群体的主要精力从相互认
识和了解进入到完成当前
的工作任务上。 

解体阶段

这一阶段中，群体为解
散做好准备。高工作业
绩不再是群体关注的头
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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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行为的模型 群体行为的模型 

施加于群体
的外界条件

群体成
员资源

群体结构

群体过程

群体任务

绩效和
满意度

施加于群体
的外界条件

群体成
员资源

群体结构

群体过程

群体任务

绩效和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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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外部环境条件群体的外部环境条件

外部环境条件::::
• 组织的整体战略    
• 职权结构    
• 规章制度    
• 资源限制

• 员工录用过程    
• 绩效评估和奖励体系    
• 组织文化    
• 工作物理环境    

外部环境条件::::
• 组织的整体战略    
• 职权结构    
• 规章制度    
• 资源限制

• 员工录用过程    
• 绩效评估和奖励体系    
• 组织文化    
• 工作物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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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成员资源群体成员资源

� 知识、技能和能力

– 人际交往 
• 冲突管理和冲突解决    
• 协作性的解决问题    
• 沟通    

– 人格特点

• 社交性

• 主动性

• 开放性

• 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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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结构-角色群体结构-角色

� 正式领导

– 领导是通过组织来加于群体之上.
– 领导行使的权力来自他在组织中占据的职位.
– 正式领导也可能是组织的非正式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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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结构-角色（续）群体结构-角色（续）

角色

人们对于在某一社会单元
中占据特定位置的个体所
期望的一套行为模式。    

角色认同    

在一种角色当中，它的态度
与实际行为保持一致。    

角色知觉

个体对于自己在特定情境中应
该如何表现的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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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结构-角色（续）群体结构-角色（续）

角色期待

在某个特定情境中别人认
为你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
行为。 

心理契约

在雇主和员工之间，存在一
种不成文的协定。反映了管
理层对员工的期待，以及员
工对管理层的期待。    

角色冲突

个体发现服从了一种角色要求，
就很难符合另一种角色要求时，

就面对着角色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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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结构-规范群体结构-规范

规范的主要类型    ::::
• 绩效规范    
• 形象规范    
• 社交约定规范    
• 资源分配规范    

规范的主要类型    ::::
• 绩效规范    
• 形象规范    
• 社交约定规范    
• 资源分配规范    

规范

群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
些行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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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结构-规范(续)群体结构-规范(续)

从众            

群体能够对其成员施加巨大
压力，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态
度和行为，以符合群体的标
准。    

参照性群体

这些群体可能是他们已经加
入了的，也可能是他们希望
能够加入的，个体认为很重
要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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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Google（中国）的创新力与物理工作环境  案例：Google（中国）的创新力与物理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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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中国）的创新力与物理工作环境  Google（中国）的创新力与物理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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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中国）的创新力与物理工作环境  Google（中国）的创新力与物理工作环境 

会议室门上的铭牌，““““走，咱到花果山开个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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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中国）的创新力与物理工作环境   Google（中国）的创新力与物理工作环境  

公司内部员工子女托管中
心，当然各类电动玩具必
不可少    

员工可到公司赞助的按摩休息
室按摩，消除一日的工作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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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中国）的创新力与物理工作环境  Google（中国）的创新力与物理工作环境 

员工甚至可以带上自己的宠物
狗到公司上班！但不可以带猫    

在GoogleGoogleGoogleGoogle，到处能看到员工在
LOGOLOGOLOGOLOGO上的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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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希实验中使用的卡片 阿希实验中使用的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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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中的偏差行为分类工作场所中的偏差行为分类

性骚扰
骂人
偷窃同事物品

个人攻击

偏袒自己人
传播谣言
指责同事

政治活动

破坏公物
虚报工作时间
偷窃组织财物

财产方面

提前离开
蓄意拖延工作时间
浪费资源

生产方面

举例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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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结构-地位群体结构-地位

群体规范群体规范群体规范

地位公平    地位公平地位公平        

文化文化文化

群体成员地位群体成员地位群体成员地位

地位

他人对于群体或群体成员
的位置或层次进行的一种
社会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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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结构- 规模群体结构- 规模

群体规模

绩效

期
望
的

实
际
的    ((((由

于
惰
化))))

其他结论::::
• 成员为奇数的群体似乎
比偶数群体更有利    ....

• 5555人或7777人组成的群体在
执行任务时，比更大一
些或更小一些的群体更
有效    ....

其他结论::::
• 成员为奇数的群体似乎
比偶数群体更有利    ....

• 5555人或7777人组成的群体在
执行任务时，比更大一
些或更小一些的群体更
有效    ....

社会惰化

个体在群体中工作不如单独
一个人工作时更努力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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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结构-构成 群体结构-构成 

群体人口统计学因素

这就是群体成员在一些人
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的相同
程度，诸如年龄、性别、
种族、教育水平、在组织
中的服务年限，以及这些
特征对员工流动率的影响。

同类特点的人

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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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结构-内聚力 群体结构-内聚力 

提高群体内聚力::::
1111）缩小群体规模；

2222）鼓励对群体目标的认同；

3333）增加群体成员一起工作的时间；

4444）提高群体地位，并让人们感到成为群体成员并不容易；

5555）激励与其它群体的竞争；

6666）对群体而不是成员个体进行奖励；

7777）群体拥有与外部环境分离的独立空间。    

提高群体内聚力::::
1111）缩小群体规模；

2222）鼓励对群体目标的认同；

3333）增加群体成员一起工作的时间；

4444）提高群体地位，并让人们感到成为群体成员并不容易；

5555）激励与其它群体的竞争；

6666）对群体而不是成员个体进行奖励；

7777）群体拥有与外部环境分离的独立空间。    

内聚力

成员之间的相互吸引力以
及他们愿意留在组织中的
程度。    



3–29

群体内聚力、绩效规范和生产率的关系 群体内聚力、绩效规范和生产率的关系 

内聚力

高 低

高

低

绩
效
规
范

高生产率

低生产率

中等生产率

中等生产率

内聚力

高 低

高

低

绩
效
规
范

高生产率

低生产率

中等生产率

中等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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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规模与生产率的关系图示

人数

人
均
效
率

             群体规模与人均效率之间的关系
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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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互动过程群体互动过程

协同效应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相互
作用后所产生的效果，不同
于单个物质产生的作用之和。    

社会促进效应

在别人面前，个体绩效水
平的提高或降低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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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互动过程的影响 群体互动过程的影响 

8888----8888

++++

––––

====

群体的潜在绩效

群体互动
过程的收获

群体互动
过程的损失

群体的实际绩效
8888----8888

++++

––––

====

群体的潜在绩效

群体互动
过程的收获

群体互动
过程的损失

群体的实际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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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任务群体任务

� 决策制定

– 大群体可获得解决复杂任务时的更多信息

– 小群体更适应或执行复杂的任务

– 如果工作任务简单，则群体成员无需讨论其它工作方
法，按照标准化的操作程序执行任务就足够了。 



3–34

群体决策群体决策

� 优点
– 更全面、更完整的信息    
– 增加了观点的多样性    
– 更高质量的决策    
– 提高了决策的可接受性    

� 缺点
– 浪费了时间    
– 从众压力    
– 可能会被少数人控制局面    
– 受到责任不明的影响    

现实案例：
                                京沪高铁激辩京沪高铁激辩1212载载  轮轨派与磁悬浮派角力轮轨派与磁悬浮派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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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决策(续)群体决策(续)

群体思维

由于群体中从众压力的
影响，严重抑制了那些
不同寻常的、由少数派
提出的或不受欢迎的观
点。    

群体偏移

在讨论备选方案、进行决
策的过程中，群体成员倾
向于放大自己最初的立场
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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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决策的方法群体决策的方法

互动群体

在这种群体中，成员之间
面对面进行接触，并依赖
于言语和非言语进行相互
沟通。    

头脑风暴法

在这一过程中，鼓励人
们提出各种备选方案，
杜绝任何对这些观念的
批评意见。

德尔菲法

在决策过程中对群体成员
的讨论或人际沟通进行了
限定，成员之间不进行面
对面进行接触。

电子会议
组织者通过大屏幕把问题呈
现给各成员，要求他们把自
己的意见输入到电脑屏幕
上，每个人的意见以及投票
情况都会在投影屏幕上显示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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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效果的评估 群体效果的评估 

                                                                                                                                                                                                                                                                                                                    群体类型

效果指标                                                                                            互动群                                                                头脑                                                                    德尔菲                                                                        电子
                                                                                                                                                                                体                                                                    风暴法                                                                            法                                                                                        会议

观点的数量                                                                                                低             中 高                                                                                                    高
观点的质量                                                 低                                                                            中 高                                                     高
社会压力                                                 高             低                                                                 中                                                     低
资金成本                                                 低             低        低                                                     高
决策速度                                                 中             中                                                                            中                                                                                高
任务导向                                                 低                                                                            高 高                                                     高
潜在的人际冲突                                                                高                                                                            低                                    中                                                                低
成就感                                                                                         从高到低             高 高                                                                                高
对决策结果的承诺                                                高                                                        不适用 中                                                                                中
群体内聚力                                                 高             高                                                                 中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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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PK神州数码团队惠普PK神州数码团队

� 理解：

1111、何为团队？

2222、如何建立一支高效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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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冲突处理关于冲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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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爱情故事

海洋

MARYMARYMARYMARY
TOMTOMTOMTOM

QQQQQQQQ

ALANALANALANALAN

JACKJACKJACK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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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要求：

�经小组讨论、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认为：

            1111、在故事中我们最喜欢谁？为什么？（列出
具体理由）

   2   2   2   2、在故事中我们最讨厌谁？为什么？    （列出
具体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