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试题 

（20   - 20   学年第  学期）  

        课程名称        组织行为学       开课学院     管理学院       

考试班级                         考试日期                    

题    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总分 核查人签名    

得    分           

阅卷教师           

一、多选题 ( 10×2′＝20′) 

1．下列观点中正确的是(    )。  

  A、智商高的管理者比智商低的管理者更能发现问题或作出决策 

 B、高学历者不一定具有决策所需的高水平 

  C、不善于运用知识者的决策水平反而低于掌握知识较少但善于运用者   

D、经验丰富者的决策水平一定高 

2. 当群体目标和组织目标一致时，凝聚力与生产率就会出现如下关系(    )。 

A、高凝聚力高生产率    B．高凝聚力低生产率 

C．低凝聚力高生产率    D．低凝聚力低生产率 

3.组织行为学研究的层次有(    )。 

A、个体   B．群体  C、组织    D．集体 E．环境 

4．在紧急情况下或与公司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冲突的处理方式是(    )。 

A、强制    B、开诚合作 

C、妥协    D．回避 

5．内容型激励理论主要有哪几种?(    ) 

  A、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B．弗罗姆的期望理论 

C．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    D．亚当斯的公平理论 

E．斯金纳的强化理论 

6.工程部和发展部互相埋怨对方占用的资金太多，以至于本部门的经费不够。总

经理告诉他们，只要争取到下一位有实力的客户，经费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使工程部和发展部都把努力的目标对准如何获得下一位有实力的客户，消

除了彼此的冲突。在解决上述冲突时，总经理运用的方法是 

    A．第三者仲裁  B. 拖延  C. 和平共处   D.转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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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组织变革的内部动力有（  ） 

A、员工多元化  B．生产自动化  C、市场变化   D．社会与政治压力 

8. 以下哪项不是群体的特征（  ） 

A、成员遵守同一规范   B．成员有共同目标   

C、成员数量巨大       D．成员之间彼此意识到对方的存在 

9.下列与工作满意度相关结论中错误的是（ ） 

A、从个体而言，满意的员工不一定有高的生产率 

B．满意度与缺勤率之间是负相关关系 

C、满意度与流动率之间是负相关关系 

D．满意度高的员工工作积极性比较高 

10.在企业中普通认为男性“充满活力，雄心勃勃，喜欢出差”，女性则“稳重、

没有野心、喜欢稳定的办公环境”，这是一种（ ） 

A、晕轮效应   B．对比效应   C、投射    D．刻板印象 

二、判断题 (判断下列表述是否正确，并说出你的理由 5×3′＝15′) 

1. 抑郁质气质类型的人不适合从事管理工作。 

2．期望理论认为，目标的期望值越高，激励力量就越大。 

3．缺乏知识和经验，没有主见的人才会产生从众行为。 

4．任何一种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针对一定的情况提出来的，都不能绝对地

说哪种好、哪种坏，不能把管理方法僵化。 

5．群体规模越小，工作绩效越高。 

三、问答题（3×10′＝30′） 

1．如果你毕业后到了一家新创办两年的公司工作，并被领导安排负责制定公司

的《员工工作行为准则》，你将怎么做？ 

2. 假如你在大四第二学期到一家企业实习，并被安排参与绩效管理工作，你也

打算以此作为你的毕业论文的研究内容。请思考，你可以运用哪些研究方法

展开研究？ 

3. 谷歌人力资源副总裁拉兹洛·博克近日爆出了谷歌的一项“另类福利”：如

果员工不幸去世，其配偶能在未来 10年享受去世员工半数薪酬及股权授予；

其未成年子女每月能收到 1000 美元生活费，直至 19 岁成年。其他福利还有

免费理发、洗衣及洗车，年终免费获得最新款智能手机，男性员工子女出生

时可享受 18 个星期产假，期间仍可享受股权授予。 

   你如何看待谷歌的“另类福利”？ 

 

http://info.ceo.hc360.com/list/qygl-rlzy-xcfl.shtml


四、案例分析题 (20′) 

5 年前，陈某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得到了一份大家梦寐以求的 H 公

司的工作。H 公司是一家国际知名的高科技公司，制度完善，福利健全，是大家

公认的好公司。“在这里我可以学到最先进的技术，发挥我的专长……这就是我

想要的工作！”陈某这样告诉自己，怀着满腔热情进入 H 公司。 

    经过密集的训练，陈某逐渐能够独当一面，开始从事客户服务的工作。经过

两年的经验积累，陈某的技术能力大幅提升，而有机会被调到公司最重要的部门

——技术支援中心，也就是一般所谓的“热线服务”，专门通过电话和电脑网络

帮助客户解决疑难杂症。陈某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因为这是对他技术能力的

再次肯定，也是个人挑战技术尖端的最佳机会。对于当初选择进入 H 公司，他

心里暗暗地感到高兴。 

    新工作的挑战令人印象深刻。早上到办公室，刚坐定电话就响了，远端焦急

万分的客户诉说机器的问题。维修工程师已经准备上路，但没有技术支援中心明

确的指示，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即使人到了现场，也不见得能解决问题，或是关

键零件未带，都有可能延误问题解决的时间。陈某早餐都来不及吃，一边忙着查

资料，一边通过电话和客户继续讨论……终于在一小时之后找到了问题的原因，

化解了客户的危机。这样的场景在这里几乎是家常便饭，有时一天下来，难得起

来倒杯水或上趟厕所。即使是到了下班时间，有些问题还没解决，还要继续研究，

往往要忙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回家。 

    这些年来，陈某也已经结婚生子，晚上回到家，大多数时候，孩子都已经睡

了，陈某只能进房轻轻亲一下熟睡中的孩子，然后到客厅吃太太刚热过的晚餐。

一天下来，回到家有时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只想摊在沙发上动都不要动。到了

假日，家人兴冲冲地在安排户外活动，陈某经常不能随心所欲地参与，因为实在

还有太多新东西没看，公司不断推出新产品，不及时跟上，就不知道怎么解决客

户碰到的问题。平常工作已经令人疲惫不堪，每到假期，还经常留在家里“啃”

硬生生的技术手册。 

    陈某很喜欢 H 公司，也很喜欢技术工作，同时他也了解，以 H 公司这样的

工作条件，他不做，随时会有一堆人在外面等着要接手他的工作。但是经年累月

下来，虽不愁吃穿，生活质量却大受影响。肩头餐桌上一个人的饭菜，陈某经常

会想：“这就是我要的工作吗？难道我要这样过一辈子？”他知道隔壁的业务部

门在招人，但是他总觉得业务的工作技术不够深入，人际关系也很复杂，难免要

应酬，他觉得跟一些认识不深的人谈一些言不及义的事，是在浪费生命，所以不

愿考虑。他在 I 公司的同学，打电话问他想不想到 I 公司来。电话中谈了一下工

作性质，了解到原来 I 公司也正想设立类似 H 公司的技术支持中心，看上陈某

在这方面的经验，想请他过去帮忙。陈某心想，一方面 I 公司是 H 公司的主要



竞争对手，跳槽过去不太道德；另一方面，两个公司的制度、要求大同小异，同

样的工作在 I 公司也绝不会比 H 公司轻松，换了工作生活质量也不会改善，所

以他婉拒了。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机会，陈某只好留下来继续工作。长期工作压力

和工作负荷累积所造成的身心俱疲的结果，让陈某渐渐不再那么投入工作，对于

客户的问题也不再那么挂心，甚至会刻意逃避客户的问题。 

    这样的表现慢慢引来客户的抱怨，连陈某自己也愈来愈感到困惑，自己是个

非常尽责的人，老是想把每一件事情做好，但却越来越感到没有力气；逃避问题

又主上秘书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专业，感觉工作没有意义。这样的情形又持续了好

一阵子，这段期间陈某备受煎熬，经常半夜醒来，思考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

陈某夫妇经过一夜的长谈，决定不再让现状延续，不想再硬撑下去，而手边的工

作机会都跟现状大同小异，因此决定先辞掉目前的工作，在家休息一阵子再说。 

思考题： 

1. 试从组织承诺和职业承诺的角度，分析陈某在 H 公司的工作表现。(10′) 

2. 如果你是 H 公司的管理者，你会从陈某的工作经历中得到什么体会？(10′) 

 

五、材料题（15′） 

提起富士康你会想到什么？过劳死、流血冲突、自杀……但就是这么一家在

外人眼中看起来如同“地狱”一般的血汗工厂，如今也玩起了高科技。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从富士康 CEO 郭台铭宣布“百万机器人”计划

后，一些工人已开始感受到了它的影响，原先需要 20、30 人的组装线，如今缩

减到了 5 人，所要做的工作也仅是按下按钮，操控这些机器人，大大减轻了工人

的劳动力。 

如今，机器人代工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称，2011 年机

器人销售数量同比增长 38%，全球的机器人使用密度平均值是每 1 万工人里面

有 55 个机器人。其中，韩国是 2011 年机器人使用密度最高的国家，在生产工厂

里面每 1 万名工人里就有 347 台机器人。 

 

2016 年，富士康科技集团将在实现晋城建成“世界最大智能化机器人生产

基地”。面对机器人的到来，这里的年轻员工们有没有激烈的心理斗争？ 

“你们干的活机器人能干吗？”在富士康晋城科技园区，记者问身旁路过的

几位员工。 

员工答：“可以吧。现在的科技太发达了，靠高科技研发肯定会实现。” 

“怕不怕机器人抢饭碗？” 

“有点担心。” 

“机器人比你们好在哪里？” 



“不会累，一个机器人可以顶好几个员工，不会受伤，等等。” 

按照富士康规划，未来三年，生产线上的机器人数量将逐步增加，以完成简

单重复的工作。而这些机器人的诞生和应用将全部放在晋城，这将使富士康“创

造第四个世界第一”。 

但与这些机器人直接相关的，莫过于生产一线的那些年轻人。此时此刻，他

们既渴望机器人的到来能将自身从单调、枯燥的生产一线中解放出来，却又不能

完全消除可能被机器人"替代"的恐慌和不安。 

对于机器人与人力的分工配置，是富士康即将面临的又一场巨大考验。 

 

【问题】机器人能救“代工王”吗？富士康的机器人计划是否会产生一系列的连

锁效应？请谈谈您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