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0 月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一命题考试

组织行为学答案及评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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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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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A 12.B 13.D 14.A 15.B 16.D 17.C 18.A 19.B 20.D

21.C 22.B 23.D 24.C 25.A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26.ACDE 27.ABD 28.ABCDE 29.ABCE 30.ABCDE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31.命令型群体是指直接对某主管负责、向某主管报告工作的下属同其主管之间构成的群体。

32.沟通的效率是指单位时间内传递信息量的多少。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实时性和效率越高，

沟通的有效性就越高。

33.控制幅度是指管理者有效领导部属的人数。组织阶层愈高，控制幅度应该愈小。

34.是指组织向新员工灌输与实现组织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技能和文化的过程。

35.外激励是指由外酬引发的、与工作任务本身无直接关系的激励。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36.答：

X理论的基本观点有以下几点：第一，多数人天生就是懒惰的，都尽可能逃避工作；第二，

多数人都是胸无大志，不愿负任何责任，甘愿受别人的指挥和领导；第三，多数人的个人目

标和组织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必须用强制、惩罚的办法才能迫使他们为了达到组织的目标

而努力工作；第四，多数人从事工作的目的在于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所以只有

金钱而其他物质利益才能激励他们努力工作；第五，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大多数人具有以

上特性，属于被管理者，少数人能克制自己的感情冲动进而成为管理者。

37.答：

德尔菲法的优点与名义小组法相同，也可以避免成员间的相互影响。它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

地点的灵活性。德尔菲法也有它的缺点，步骤较多、耗时长。它的另一个缺点是，不会像群

体讨 论那样得到丰富的答案和方法。

38.答：



（一）学习准备；（二）信息交流；（三）知识的习得、整合、转换和增值；（四）评价和

认可。

39.答：

（1）领导方式必 须是下属乐于接受的方式，只有能够给下属带来利益和满足的方式，才能

使他们乐于接受。

（2）领导方式必须具有激励性，激励的基本思路是以绩效为依据，同时以对下属的帮助和

支持来促成绩效。也就是说，领导者不仅要能够指明下属的工作方向，还要帮助下属排除实

现目标的障碍，使其能够顺利达到目标，同时在工作过程中尽量使下属的需要得到满足。

40.答：

（一）激励时机；（二）激励频率；（三）激励程度 ；（四）激励方向。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41.答：

（一）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

看法，是一个人基本的信念和判断。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对现实生活中的一

切事物都会存在一定的评价，这就是价值观。价值观代表的是人们最基本的信念，这种信念

会使人们对一些事物的认可和可接受程度要高于其他事物。

（二）价值观对于组织行为的重要作用如下：

第一，价值观是研究各个成员对组织认同程度的核心衡量指标。

第二，价值观是了解组织成员的态度及动机的基础，管理者可在此基础上对组织成员 进行

行为分析。

第三，价值观会使个体对那些不被其所在群体或组织接受的信仰、态度及行为进行合 理化，

以解决内心的冲突，进而提高个体的道德感和自我效能感，以便在组织中保持和维 护自己

的尊严。

第四，价值观会影响企业领导人的决策行为。

42.答：

（一）主要内容：

公平理论指出：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与个人实际报酬多少有关，而且与人们对报酬的分配是

否感到公平更为密切。人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付出的劳动代价及其所得到的报酬与

他人进行比较，并对公平与否做出判断。

公平感直接影响职工的工作动机和行为。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讲，动机的激发过程实际上是



人与人进行比较，做出公平与否的判断，并据以指导行为的过程。公平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是职工报酬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及其对职工产生积极性的影响。

（二）对管理者的启示：

1、管理者要引导职工形成正确的公平感。

职工的社会比较或历史比较客观存在，并且这种比较往往是凭个人的主观感觉，因此，管理

者要多作正确的引导，使职工形成正确的公平感。

2、领导者的管理行为必须遵循公正原则。

领导行为是否公正将直接影响职工对比较对象的正确选择，如领导处事不公，职工必将选择

受领导“照顾者”作比较基准，以致增大比较结果的反差而产生不公平心理。

3、报酬的分配要有利于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

对职工报酬的分配要体现“多劳多得，质优多得，责重多得”的原则，坚持精神激励与物质

激励相结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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