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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启用前 

2020 年 8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一命题考试 

  组织行为学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 

（课程代码 00152）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5 分） 

11．B 12．A 13．D 14．C 15．C 
16．D 17．C 18．B 19．D 20．B 
21．B 22．A 23．C 24．A 25．A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行为。 
34．有机式结构是复杂化和正式化程度低，资讯网络通畅，允许较多员工参与决策的一种

组织结构形式。 
35．负激励是指当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组织需要时，通过惩罚的方式来抑制这种行为，以

达到减少或消除这种行为的目的。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36．（1）凯利进一步补充了海德的归因理论。他认为我们对个体行为的发生的原因的判断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由三个要素决定，即特殊性、共同性和一贯性；（3 分）   
（2）特殊性是针对这种行为是只在特殊情境下发生，还是在不同情境下都会经常发生   

的解释；（1 分）   
（3）共同性考查的是这类情境能引起大家的共同反应；（1 分）   
（4）一贯性考查的是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境下，个体是否都表现出类似的行为。（1 分）

37．（1）群体规范能起到群体的支柱作用；（2 分）   
（2）群体规范能起到评价标准的作用；（2 分）   
（3）群体规范能起到群体动力的作用；（1 分）   
（4）群体规范具有行为导向和矫正作用。（1 分） 

38．（1）组织导向型变革，即从改变组织结构入手进行组织变革；（2 分）   

1．D 2．A 3．C 4．D 5．A 
6．B 7．B 8．B 9．D 10．C 

26．A B C DE 27．A B C D E 28．A B C E 29．A B C 30．A B C 
D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31．个性心理特征是能力、气质和性格等心理机能的特殊结合。

32．态度是指个体对某一对象所持有的评价和行为趋向。

33．从众行为是指个体在群体的压力下，放弃自己的意见，采取和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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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员导向型变革，即从人的改变入手实现组织变革；（2 分）   
（3）系统导向型变革，即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对组织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整体性变革。 

（2 分） 
39．（1）在组织文化维系过程中，甄选过程、高层管理人员和社会化这三个因素起着重要

的作用；（1 分）   
（2）组织成员的甄选过程的明确目标是识别并雇佣那些有知识、有技巧、有能力做好

组织工作的人，借助甄选标准的设立，筛选出与自身价值观相同或相近的应聘者， 
通过赢得未来雇员的认同以确保组织核心理念得到巩固；（2 分）   

（3）组织高层管理人员的言行举止对组织文化有重要的影响，他们对员工的态度和行 
为起到引导作用，从而强化组织文化；（2 分）   

（4）组织通过社会化过程帮助新员工适应组织文化的要求，同时也维系和强化了组织 
文化。（1 分） 

40．（1）自信主动意识；（2 分）   
（2）科学的思维方法；（2 分）   
（3）坚强的意志；（1 分）   
（4）积极的自我意识。（1 分）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41．（1）一般地，有效解决冲突有五种冲突管理策略：竞争策略、回避策略、妥协策略、 

迁就策略和合作策略，冲突过高或过低都不好，有效的冲突管理应当根据冲突的

场合选用各种冲突管理的策略，并能将冲突维持在一个合适的水平。（1 分）   
（2）竞争策略的应用场合：紧急状态、需要实施一项不受欢迎但非常重要的措施（如

缩减开支、推出新规等）。（1 分）   
（3）回避策略的应用场合：问题微不足道，或者有更加紧迫而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

问题解决后带来的潜在破坏会超过它的预期收益；今后会有更加有效的办法来解 
决；问题不相关或不经常出现；认识到满足愿望无望。（2 分）   

（4）妥协策略的应用场合：达到自身目标很重要，但又不能采用竞争的方式而造成潜 
在的破坏性；彼此实力相当；暂时化解冲突，防止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时间紧迫

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作为合作或竞争的备用方案。（2 分）   
（5）迁就策略的应用场合：发现自己确实错了；若问题对别人比对自己更加重要，并

可以维护整个组织的利益；为今后更长远的事业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别人胜过 
自己可以造成更小的损失；和谐与稳定对于整个组织特别重要；为了使下属“吃

一堑长一智”。（2 分）   
（6）合作策略的应用场合：双方无法达成妥协，寻求一种整合的解决方法；需要听取

不同人的观点；自己目标明确；因感到有损于彼此的关系而精诚合作。（2 分）   
评分说明：能联系实际进行分析说明，可酌情给分。 

42．（1）激励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激励时机、激励频率、激励程度和激励方向。 

管理实践中运用激励理论进行有效激励时需要注意把握这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的

作用，作出适当而正确的选择。（2 分）   
（2）注意选择适当的激励时机。激励时机是影响激励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激励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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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间进行，其作用与效果有很大的差别。只有激励时机选择得当，才能有效发

挥激励的作用。（2 分）   
（3）注意选择科学的激励频率。激励频率是指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激励的次数，它一般

是以一个工作周期为时间单位。激励频率的高低是由一个工作周期里激励的次数 

的多少所决定的。激励频率与激励效果之间并不完全是简单的正比关系。只有区

别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激励频率，才能有效地发挥激励的作用。激励频率的 

选择受工作的内容和性质、任务目标的明确程度、激励对象的素质、劳动条件和

人事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对于目标不明确且较难完成的任务、素 

质较低的员工、工作条件和人事环境较差的部门，激励频率应当高；对于目标明

确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素质较高的员工、工作条件和人事环境较好的部门，激 

励频率就应该低。（2 分）   
（4）注意把握合适的激励程度。激励程度是指激励量的大小，即奖赏或惩罚标准的高 

低，这也是影响激励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激励程度是否恰当直接影响激励作用

的发挥。超量激励和不足量激励不但起不到激励的作用，有时还会起反作用。 

（2 分）  
（5）注意把握准确的激励方向。激励方向是指激励的针对性，即针对什么样的内容来

实施激励，它对激励效果的影响也很显著。激励方向的选择与激励作用的发挥有 

非常密切的关系。（2 分）   
评分说明：能联系实际分析说明，可酌情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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