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群体心理与群体行为 

1、描述群体发展的五阶段模型。 

答：群体发展包括五阶段： 

(1)形成阶段。群体的目的、结构、领导都不确定。群体成员各自摸索群体可以接受的

行为规范。当群体成员开始把自己看作是群体的一员时，这个阶段就结束了。 

(2)震荡阶段。群体内部冲突阶段。群体成员接受了群体的存在，但对群体加给他们的

约束，仍然予以抵制。对于谁可以控制这个群体，还存在争执。这个阶段结束时，群体内部

出现了比较明朗的领导层级，群体成员在发展方向上也达成了共识。 

(3)规范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开始形成亲密的关系，群体表现出一

定的凝聚力。这时会产生强烈的群体身份感和友谊关系，当群体结构稳定下来、群体对于什

么是正确的成员行为达成共识时，这个阶段就结束了。 

(4)执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群体结构已经开始充分发挥作用，并已被群体成员完全

接受。群体成员的注意力已经从试图相互认识和理解转移到完成手头的任务。 

(5)解体阶段。在这个阶段，群体开始准备解散，高绩效不再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注意力放到了群体的收尾工作。群体成员的反应差异很大，有的很乐观，沉浸于群体的成就

中，有的则很悲观，惋惜在共同的工作群体中建立起的友谊关系，不能再象以前那样继续下

去。 

2、什么时候群体会比个体做出更好的决策? 

答：群体决策与个体决策效果的好坏，取决于决策效果的标准。就准确性而言，群体

决策可能更准确。但就速度而言，个体决策占优势。群体决策比个体决策做的好是有条件的，

其条件为： 

(1)成员的多元化。“两人智慧”的优势，要求他们在重要的技能和能力方面不相同。 

(2)群体成员必须能够自由和开放的沟通想法。这要求他们之间没有敌对和威胁。 

(3)从事复杂性的工作任务。与个体相比，群体在完成复杂性任务时比完成简单任务时

效果好。 



3、什么是群体思维?它对群体决策的质量有何影响? 

答：（1）①群体思维指在群体就某一问题或事宜的提议发表意见时，有时会长时间处

于集体沉默状态，没有人发表见解，而后人们又会一致通过。通常是组织内那些拥有权威，

说话自信，喜欢发表意见的主要成员的想法更容易被接受，但其实大多数人并不赞成这一提

议。之所以会这样，因为群体成员感受到群体规范要求共识的压力，不愿表达不同见解。这

时个体的观察力及假设，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②预防或减少群体思维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在群体决策时指定一位成员专门对其他人的

论点提出质疑，对其他人的逻辑提出挑战，并提供一系列建设性批评意见。这种方法保证了

群体决策时保持理性、清晰度思路。另外一些用以防治群体思维的措施包括轮流引入新成员，

邀请局外人参与，在最终决定前作一暂停，给成员的最后一个机会来确定并说出自己的保留

意见等。 

（2）群体思维对群体决策的质量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①积极方面：可以明确群体的认同感；群体成员愿意维护群体的积极形象；可以使持

异者屈从，来提高群体决策的同一性。 

②消极方面：使得不同常规的、由少数派提出的一级不受欢迎的观点更是难以充分表

达；由于群体压力大作用，个体的心理能力、岁事实的认识以及对道德的判断出现了衰退现

象。 

4、“群体的内聚力越强，生产率就越高。”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请说明你的理由。 

答：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心理学家们就认识到，要提高生产萨效率，就必须重视改善团队

成员之间的关系，高内聚力的团队中，成员的士气和满意度都比较高，内聚力将有益于团队

任务的完成。然而，有研究表明，内聚力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此简单，二者的关系十

分复杂。 

内聚力和生产率的关系并不仅仅取决于管理者的诱导方向，而且还取决于团队的态度

以及与组织目标的一致程度。随着团队目标与组织目标的—致程度的不同，内聚力和生产率

的关系将有四种不同的情况出现： 

(1)高内聚力、高一致性。就是说团队的态度和组织目标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这时，团

队的内聚力越高，生产率越高。 



(2)高内聚力、低一致性。即团队的态度与组织目标不一致，此时，团队的内聚力越高，

生产率越高。 

（3）低内聚力、低一致性。也就是团队的态度不支持组织目标，团队的内聚力越低，则

团队的内聚力和生产率的关系越不明显。 

(4)低内聚力，高一致性。就是团队的态度对组织目标是支持的，此时，即使内聚力低，

生产率也能提高。 

所以，并不是任何内聚力都是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只有在团队目标与组织目标相一

致的基础上，增强内聚力才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反之，如果团队的目标与组织目标背道而驰，

则高内聚力反而会使生产率低下。 

5、影响群体凝聚力的因素有哪些？ 

答：凝聚力是成员被群体吸引并愿意留在群体内的程度，指群体成员彼此之间的“粘

合力”。群体凝聚力的影响因素有：  

(1)态度和目标的一致性 

当群体成员拥有相似的态度时，他们愿意在一起。同样，个体往往被一个与自己具有

相似目标的群体所吸引。 

(2)外部的威胁 

外部威胁的存在可以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因为这时群体成员不得不同舟共济、相依为

命。与外界的竞争可以导致凝聚力增强，而群体成员的竞争则将导致凝聚力下降。 

(3)群体规模 

小群体比大群体有更高的凝聚力，因为小群体为成员扪提供了更多的相互交往的机会。

群体越大，异质越多，态度和价值观差异也越大，所以大群体凝聚力低。另外，在大群体中，

需要更多硬性的工作标准，这也影响了群体成员之间形成了自然的非正式的关系和交往。     

(4)奖酬体制  

以群体为单位奖酬比起一个人为单位奖酬，会导致更高的凝聚力。以群体为单位的更

高奖励制度可以使成员们意识到他们的命运连在一起，因此增强合作精神。相反，鼓励群体

成员之间竞争的奖励制度将削弱群体凝聚力。 

(5)班组的组合 

以人际吸引、价值观和目标的一致为基础组成的班组有较高的凝聚力。 



(6)与外界的关系 

一般来说，与外界隔离的群体有更高的凝聚力。这些群体往往认为自己与众不同、独

一无二。隔离也使得群体成员产生同命运感及共同抵御外界威胁的需要。 

(7)群体的绩效  

一个成功的群体更容易发展凝聚力。成功使得成员产生优越感受，彼此增进好感。而

失败则往往使成员们相互埋怨，把别人当替罪羊，这种冲突将减弱凝聚力，甚至导致群体瓦

解。 

(8)领导作风 

领导者的民主作风可以充分激发群体成员的主动精神与创造性，在民主的气氛下，领

导者有意使得创造优秀的群体规范，这样可以大大的增强群体凝聚力。 

此外，不同的信息交往方式，群体成员的不同个性特征、兴趣和思想水平等，都会影

响群体的凝聚力。 

6、群体规范建立的方式有哪些？ 

答：规范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建立起来： 

(1)主管或者同事的明确声明 

有利于群体生存和完成生产任务的规范经常是由群体的领袖或者有权势的成员建立

的。例如，一个群体的领袖可能明确提出午饭时不能饮酒的规范，因为喝过酒的成员在与客

户或者上层管理者交往时更容易出问题，或者更容易在工作中发生事故。如果时间问题对生

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群体领袖还会制定关于杜绝迟到、私人电话和工间休息过长的规范。 

(2)群体历史上的特殊事件  

有时候，群体历史上的特殊事件会成为重要的先例。例如，一个群体的成员与组织内

其他部门的人员讨论了雇佣计划，结果群体丧失了一些新职位，或者对优秀的申请者的竞争

更加激烈了。特殊事件还可以鉴别出群体在未来需要避免的尴尬的人际关系问题。例如，在

同一群体工作的两个人离婚了，这件事不仅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种尴尬，而且会使与这个婚姻

问题有关的其他成员感到难受。这次不愉快的离婚之后，群体可能会建立一个规范，规定不

同时雇佣夫妻双方，以免将来再次处理类似的人际关系问题。 

（3）最初的做法 

群体中首次出现的行为方式往往会决定群体以后的期望。如果在第一次会议上管理者和



下属之间有非常正式的交流，群体通常会希望以后的会议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开会时或者房

间中人们的位置往往有最初的做法决定。人们一般会继续坐在第一次会议时所坐的位置。以

最初的做法建立规范是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将事情简单化，或者使群体成员明白应该怎样做。 

(4)过去延续下来的做法 

群体成员会把在其他组织的工作群体中既定的角色期望带到新的群体中，组织中的许多

群体规范是由于这个原因建立起来的。个体行为的延续可以增强新情况下群体其他成员行为

的可预测性，有助于完成工作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