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織行為新論」 期中考重點提示與準備                 

吳復新 

 

「組織行為新論」這門課本學期係第一次開設，因此特在《空大學訊》上寫這篇文

章，希望能對同學們在準備考試時有所幫助。不過，請同學們千萬不能視之為“考前猜

題＂，否則差之毫釐就失之千里了！本文將分「重點提示」和「考試準備」兩個部分說

明。 

 

一、重點提示 

期中考的範圍是第一章至第六章，頁次是 1-175 頁。各章重點如下：  

第一章：導論 

(一) 弄清楚組織行為(以下簡稱 OB)的意義以及為何要學 OB，也就是學 OB 究竟對個人或

組織有什麼用處？再來就是了解 OB 所探討的正是組織中「管理的較不理性面」，圖 1-1

與圖 1-4 的「組織的冰山」正是了解這種「管理的較不理性面」的最佳途徑。接著要明

白，因為強調重點與層次的不同，所以 OB 的研究就有微視(即個人)、厥中(即團體或團

隊)以及巨視(即組織)三個領域。另外要知道，OB 的基本要素是由「任務與技術」、個人

以及團體三項所組成，而其架構則是除上述的三大基本要素外，尚包含三大要素之間的

關係以及它的環境(把圖 1-2 記起來是最聰明的作法)。最後，牢記 OB 的六大特點。 

 

(二) 瞭解 OB 的歷史發展。OB 的源頭主要來自管理學的科學管理與古典組織理論。一九

二七至一九三二年所進行的「霍桑研究」則是正式開啟 OB 研究的濫觴。後來的「人群

關係運動」則是 OB 的前身，兩者對 OB 的發展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因此，「霍桑研究」

的內容自然是了解 OB 之歷史發展最重要的題材。 

(三) 知悉 OB 的研究方法。OB 的研究通常分成研究過程與研究設計兩方面。研究過程包

括 1.行為的觀察與問題的擬定；2.行為的解釋(使用歸納法) ；3.行為與關係的預測(使用

演繹法)；4.驗證。至於研究設計，最常使用的有以下幾種：1.個案研究；2.實地調查；3.

實驗等三種；而實驗則又可分為現場實驗與實驗室實驗二種。另外，也有將實驗分為真

實驗與準實驗二種。 

第二章：個體行為的基礎，主要是探討三個影響個人工作行為的變項：能力、人格和學

習；另外也研究工作場所中幾種主要的行為類型。重點有： 

(一) 首先，當然要知道在 OB 中能力指的是甚麼？，它又包括哪幾種？其中心智能力與

組織績效的關係是最值得注意的議題。另外，情緒智力也就是一般所稱的情緒商數(EQ)

則是在很多地方都會遇到的名詞，所以它的內涵究竟為何，當然必須加以徹底的了解。 

 

 (二)人格更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名詞，但它的真正涵義究竟是甚麼？讀過本章後，你還可

以說我不清楚嗎？其中「五大人格面向」當然是一定要知道的。另外，OB 領域中許多重



要的人格特質，例如，內(外)控型、A(B)型性格、自我調控、馬基維利主義(又稱為權術主

義)與權威主義，一樣都必須一一的給它確實了解。 

 

 (三)「學習」無疑是 OB 裏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本節所探討的「古典制約」、「操作制約」

與「社會學習理論」等三種學習途徑當然是最重要的。尤其應該懂得區分「古典制約」

與「操作制約」兩者的差異在哪裡。 

 

(四)工作場所中的三種職場行為，包括績效行為、反功能行為（如缺勤和離職）以及組織

公民行為也有其重要性；尤其組織公民行為更是近年來不少研究者非常感興趣的主題之

一(我們的另一位主講老師許道然，他的博士論文就是有關組織公民行為的議題)。 

 

第三章：知覺、態度與工作滿足感 

本章一樣與個人有關，也同樣有許多耳熟能詳的名詞出現。重點有： 

(一)首先是知覺的意義與影響知覺的因素。再來就是知覺偏差，知覺偏差的現象

對人際關係的影響極大，因為它的種類很多而且常被人們不斷的重複使用。最普

遍的有：選擇性知覺、月暈作用、刻板印象、投射作用與第一印象等。接著，歸

因理論以及凱利(Harold  Kelly)  所提的關於歸因的共變模式都相當有趣也極為重

要。而幾種歸因的偏差更會造成獎懲的不公，甚至是人際間的衝突，當然也值得

注意與關心。 

 

(二)「態度」同樣是日常生活中如雷貫耳的名詞，但它的真正涵義你能夠說清楚、

講明白嗎？趕快趁著考試的機會確實弄懂吧！當態度和行為不一致時，你會有甚

麼反應？讀了本章的「認知失調論」，你就知道該如何處理了！ 

 

(三)你對你目前的工作感到滿足嗎？本章第三節的「工作滿足感」正是探討這個大家都非

常重視的問題，何不趁著考試的機會來一番徹底的了解！ 

 

第四章：激勵管理的學理基礎 

(一)激勵也是在組織中經常被談論的話題之一，所以，它當然也是 OB 研究的重要課題。

顧名思義，本章所探討的必定是一些較理論的東西，所以一定要耐著性子多記。重點當

然就是許多有關激勵的理論囉！ 

(二)激勵的研究有二派，一派稱為「認知途徑」。另一派稱為「非認知途徑」。認知途徑從

個體認知過程研究人類行為的原因和過程，又再區分為內容理論和過程理論。內容理論

探討引起行為的「內容」是什麼，目的在找出誘發個體努力工作的因素。主要的理論有

需求層次論、ＥＲＧ理論、二因論及後天習得需求理論。過程理論則試圖說明員工如何

選擇工作行為？選擇的過程為何？行為如何延續？如何停止？以公平理論和期望理論為

代表。 

    至於，非認知途徑只強調外在環境事件、刺激對行為的影響，以增強理論為代表。 



    以上這些用黑字體強調的各種激勵理論，絕對是試題的“常客＂，不信？考過就知

道！ 

 

第五章：激勵管理實務 

本章所要探討的當然是上一章這些理論的實務應用，所以重點必然是“如何用＂的問

題，計分以下四大項： 

(一) 工作設計，必須先了解工作特性模式的意涵；接著再熟悉工作輪調、工作擴大化和

工作豐富化等工作再設計的措施；最後則認識一些彈性工作安排的設計，包括：壓縮工

時、彈性上班時間、工作分享和電子通勤等的內容。 

 (二) 報酬制度，值得特別重視的有變動薪資與彈性福利兩大項；而變動薪資則有功績

薪、按件計酬制、利潤分享制、收益共享制和員工配股計畫等各種措施。 

 (三) 目標設定，當然要瞭解目標設定理論的內涵，至於在實務上廣被採用的目標管理，

其重要性就更不在話下了！ 

  (四)組織行為改變術，它源於第二章所述的操作制約學習理論，認為組織中的行為均可

透過學習的過程加以重塑。而正增強正是其中最被普遍使用的干預措施，其實施的方法

是：1.選擇合適的正增強物；2.設計連帶關係；3.採用合適的增強時制。 

 

第六章：組織中的團體 

(一) 本章所探討的屬於 OB 中的厥中領域，包括團體和團隊，所以首先要知道團體的意 

    義、類型和形成原因，其次是團隊的意義、類型，以及團隊和團體的差異。 

(二) 團體（或團隊）是如何發展而成的？影響團體（或團隊）效能的因素又是甚麼？這 

    兩者自然都是極重要的課題。 

  

二、考試的準備 

     首先要強調的是：一些重要的名詞或觀念必須加以記憶，畢竟「背誦是最基本的學

習方法」！以下幾點是同學們在準備期中末考時，務必做到的： 

1.上完網路上所有考試範圍內的教材，這樣絕對有助於考試的準備。  

2.閱讀課本時應該做到「瀏覽、略讀和精讀」的功夫，也就是說考前課本最少要讀三遍 

  以上。  

3.掌握每章的摘要並認真解答每講與每章後面所附的自我評量題目，因為這些都是重點     

所在，甚至可能是試題的“常客＂！ 

4.作業寫完後(如果是面授老師批閱過，當然更好)，在考試前最好找時間再仔細加以複 

  習，因為考試題目說不定就在裡面！ 

   考試時，首先要看清楚「作答注意事項」；例如，有無必答題、幾題選幾題等。另外，

一定要弄清楚每個題目的題意，特別注意一題中必須回答的子題有幾個，絕對不可漏答，

否則便白白的失掉分數。字體則要力求工整(不一定要寫得多漂亮)(因為這樣可以減輕閱

卷老師眼力的負擔)並保持試卷的清爽，注意有無寫錯別字。有關考試的準備與作答，學

生手冊裡有幾篇文章不妨看看，或許能從別人的經驗累積實力。 



最後，請大家以平常心應考，充分相信你自己，不必太患得患失；有幾分耕耘，自會有 

幾分收穫。 

祝大家考試順利，科科得高分！ 

 

(作者為本科學科委員兼召集人)   

(本文曾刊載於《空大學訊》504 期，103 年 4 月 16 日出刊，50-55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