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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管理心理学原理与应用》共十一章，由下列作者担任：第一章、第二章（王乐伟），第三章（
张爽、孙国辉），第四章（苏圆圆、王婷），第五章（杜月秀、杜菲菲、廖恋），第六章（奉美凤、
苏少洁），第七章、第八章（奉美凤），第九章至第十一章（王永秀）。
全书的体系框架、体例由戴健林拟定，并对全书进行了多次修改。
在统稿过程中，苏少洁协助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编撰过程中，《管理心理学原理与应用》引证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我深知《管理心
理学原理与应用》的问世乃建立在他们杰出的专业见解和艰苦的智慧劳动之上，为此，我要向原作者
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忱。

　　尽管本人有着多年的管理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教学和相关研究经验，但深知自己学术水平与视
野有限，因此，《管理心理学原理与应用》的舛误在所难免，我真诚地欢迎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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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什么会产生社会助长作用?是否有他人在场都一定会产生社会助长效应?社会心理学领域对于这
一问题的认识经历厂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有他人在场会对个体的成绩或表现有社会助长作用。
随后，扎琼克(z咖nc，1965)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助长的驱动理论，该理论认为：“他人在场增加r唤起水
平，而这种水平又增加了优势反应的倾向。
如果这种反应是正确的，成绩就会增加；如果不正确，成绩就会受损。
”　　更进一步深入研究后，人们发现社会助长不仅仅源于他人在场，与其他因素如对别人评价的在
乎也是引起社会助长作用的原因。
个体对他人评价的顺虑是产生社会助长作用的重要条件。
具体是指个体希望从群体中得到尊重、赞许以及某种程度的自我实现。
当个体被他人评价，自尊心被激活，个体会更关注自己的表现。
例如，某大公司总裁应邀到分公司对员工进行培训，试想如果参加培训的员工根本就没有几个在认真
听，或者总裁的身份不会被告知给员工，那么这个总裁就不会产生社会助长效应。
　　(二)社会惰化　　比如，在一个公司里，搬运工在一起搬运物品时，有的人更尽力些，而有的人
仅仅是在做样子。
又比如，某大公司准备在元旦举行一次合唱比赛，各部门在排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有的员工只
是在做口形而没有真正唱出声音来。
类似这样的情况十分常见。
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1．定义　　我们将上述这种个体的活动效率因为群
体中其他成员的影响而受到减弱的现象称为社会惰化。
与社会助长一样，社会惰化也是群体对个体行为影响的表现之一。
社会惰化具体是指在群体活动中，个体的活动效率因为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影响而受到减弱的现象。
即有别人在场或与别人一起工作时，工作效率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大大下降。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惰化作用的例于也很多。
　　2．社会惰化的产生　　巴伦(Baron，2004)等人认为对于社会惰化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卡饶和
威廉姆斯(Karau&williams，1993)提出的集体努力模型。
该模型认为当个体与他人组成群体一起工作时，如果知觉到个人努力与群体绩效之间的关系较弱时，
更容易出现社会惰化。
　　从社会惰化的定义可以看出，当个体认为自己的努力与群体的绩效高低关系比较弱时，人们往往
更倾向于不努力表现。
因为，他会发现自己的贡献会在群体中均分，自己付出的努力与自己得到的认可或奖励不相符。
在过去，大家最熟悉的社会惰化的例子莫过于人民公社中的集体劳动了。
实际上，“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在今天很多单位或企业仍然
非常多。
　　是否所有集体在完成群体任务时都会发生社会惰化现象呢?研究表明，社会惰化的效应在有些情况
下会变弱或减少。
比如，当我们与自己喜欢的搭档一起共事时，又比如参与群体任务的人数很少时，又或者个体在群体
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等情况。
在这些情况下，个体不会因为怕他人均分自已的劳动成果而不努力工作。
巴伦等人认为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来降低社会惰化效应。
这些技术包括：尽可能公平地区分每个人的努力和业绩，让个体知道自己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提高
群体成员的工作责任心和压力；强化任务的重要性和价值。
　　(三)两种效应的关系　　从社会助长与社会惰化的定义来看，这两种效应似乎互相矛盾。
当有他人在场时，个体究竟更倾向于出现社会助长还是社会惰化效应呢?在群体中，社会助长和社会惰
化的发生都是有一定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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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群体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发生怎样的作用与很多因素有关。
这些因素包括工作性质、群体成员贡献的衡量、群体成员的个性和工作环境等方面。
例如，某公司组成了一个4人小组负责一个项目，其中一个负责项目的财务，一个负责对外的业务，
一个负责内部协调，一个负责实际运作。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的分工明确，个人的表现直接与群体任务的绩效联系，个体的贡献大小可以公
平地区分。
这个4人小组的群体成员更容易发生社会助长效应。
因为每个人都不想拖群体的后腿。
　　二、去个体化　　(一)定义　　去个体化现象是群体对个人行为影响的另一种例证。
它是指个体丧失了抵制从事与自己内在准则相矛盾行为的自我认同，从而做出了一些平常自己不会做
出的反社会行为。
去个体化现象是个体的自我认同被群体认同所取代的直接结果。
　　生活中常见的去个体化现象并不多，但它的危害却十分严重。
比如当某一个足球队的球迷因为自己的球队输球而聚集在一起闹事的时候，他们往往做出自己平时想
都不敢想的事情：烧汽车，砸商店，甚至杀人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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