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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入学考试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课程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名称：人力资源管理

一、考试的内容、要求和目的

1、考试内容：

第一章 人力资源管理导论

（1）人力资源管理的产生与发展：手工艺制度阶段；科学管理阶段；人际关系运动阶段；组织科学人

力资源方法阶段。

（2）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组织的特征；组织中管理者的职责与目标；直线经理与人事经理在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分工；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3）人力资源管理面临新的挑战：财务状况；组织的重新设计运动；员工对工作生活质量的要求。

第二章工作分析与工作设计

（1）工作分析的程序：工作分析中的基本概念；组织结构图的作用及局限性；工作分析的用途；收集

工作分析资料的人员选择；手机工作分析的目标工作。

（2）工作分析的方法：定性的工作分析方法；定量的工作分析方法；工作描述；工作规范。

（3）工作设计：工作的性质；传统的科学管理方法；人际关系方法；工作特征模型法优秀业绩工作体

系；辅助工作设计方法。

第三章人力资源战略与计划

（1）人力资源战略计划：人力资源计划的基本问题；人力资源计划的必要性；人力资源的计划与组织

计划的关系；人力资源计划的层次。

（2）人力资源供求预测：人力资源计划模型；劳动力市场的两种类型；人力资源需求预测；人力资源

供给预测。

（3）人力资源计划的控制与评价：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协调；人力资源计划的协调；人力资源计划的

整体性。

第四章员工招聘

（1）招聘过程管理：招聘过程的重要性；招聘任的选择；招聘收益金字塔；真实工作预览；招募过程

管理与招聘周期。

（2）招聘渠道的类别及其选择：应征者的内部来源；招聘广告；职业介绍结构；猎头公司；校园招聘；

员工推荐与申请人自荐；临时雇员招聘来源的比较。

（3）应征者的求职过程：申请人选择工作方式的类型；工作申请人与组织的目标冲突；准备简历。

第五章员工录用

（1）选择工具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员工选拔的重要性；员工测评的可靠性；员工测评的有效性；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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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用决策的改进；基础比率、挑选率和有效系数之间的关系。

（2）员工录用方法：推荐与背景调查方法；录用测试方法；工作申请表格的设计和使用；录用的原则。

（3）招聘面谈：面谈的程序；录用面谈的种类；面谈人员容易出现的问题；工作申请人的面谈技巧。

第六章职前教育与员工培训

（1）职前教育：员工职前教育的必要性；职前教育的内容和程序；职前教育的控制和评价。

（2）员工培训需求评估：员工培训的必要性；员工培训的基本程序；培训需求的循环评估模型；培训

需求的任务—绩效评估模型；前瞻性培训需求分析模型；培训需求评估方法的比较。

（3）员工培新方案设计：培训的内容；培训者的选择；培训原理。

（4）培训方案的实施：培训者的工作方法；员工脱产培训方法；员工在职训练；培训效果的评估；培

训方法的有效性比较。

第七章工作绩效考核

（1）绩效考核体系基础：员工培训水平度差异；绩效培训的目的；有效业绩考核体系的标准；员工业

绩考核系统容易出现的问题。

（2）绩效考核体系的设计：评价者的选择；评价信息来源的选择；评价者的准备；业绩评价标准的类

型；业绩评价方法的类型；工作绩效评价的周期。

（3）员工绩效考核方法：主观评价；客观评价；工作成果评价法；影响业绩考核方法选择的因素；业

绩考核方法的比较。

第八章薪酬制度设计原理

（1）员工激励理论：激励理论的内容；有效激励系统的要求；公平理论。

（2）工作评价：工作评价与薪酬结构；工作排序法；因素比较法；工作分析法；点数法；海氏工作评

价系统；技能导向与工作导向的比较；市场导向的薪酬结构的确定。

（3）薪酬水平的决定：市场薪酬的调查；工资曲线与薪酬等级；薪酬水平策略；薪酬结构策略。

第九章员工薪酬管理

（1）员工薪酬管理：影响企业薪酬政策的外部因素；公平理论与薪酬体系；企业的薪酬策略；员工薪

酬体系内容。

（2）员工个人激励：员工个人激励计划；员工的薪酬调整政策；员工激励系统的管理。

（3）员工集体激励：利润分享计划与增益分享计划；斯坎隆计划；美国的员工福利计划。

第十章员工职业前程与管理发展

（1）员工职业教育与管理发展：员工职业发展的阶段性；员工的自我职业管理；组织的员工职业管理。

（2）员工职业管理：组织的职业管理模式；员工晋升；缺勤和离职；员工下岗和退休。

（3）管理人员的选拔与发展：管理人员选拔的特殊性；管理人员的甄选；管理发展。

2、考试的要求和目的

本专业要求考生掌握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与技巧方面的

基本训练，具有分析和解决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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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2）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

（3）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组织协调及领导的基本能力；

（4）熟悉与人力资源管理有关的方针、政策及法规；

（5）了解本学科理论前沿与发展动态。

二、考试的形式和结构

1、考核形式：闭卷

2、考试时间：120 分钟

3、试卷题型：单项选择、名词解释、简答题、案例分析题

4、对考试辅助工具的要求：携带钢笔、圆珠笔或中性笔。

三、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人力资源管理教程》，张一驰 张正堂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5 月第二版。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入学考试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名称：组织行为学

一、考试的内容、要求和目的

1、考试内容

第 1章 什么是组织行为学

1、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2、管理者的职能、角色和技能

3、界定组织行为学是什么

4、对组织行为学有贡献的学科

5、组织行为学面对的挑战与机遇

6、组织行为学模型

第 2章 组织的多元化

2.1 多元化

1、多元化的分层

（1）表面层次的多元化

（2）深层次的多元化

2、歧视：有效的多元化管理还意味着努力消除不公正的歧视。

2.2 个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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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年龄、性别、种族和族群、残疾其他个人特征

2.3 能力

1、智力能力

2、体质能力

3、残疾人角色

2.4 多元化管理策略

1、吸引、选择和留住多元化员工

2、群体中的多元化

3、有效的多元化项目

2.5 全球化层面的意义

第 3章 态度与工作满意度

3.1 态度

1、态度的构成

2、态度与行为

3、态度的类型

3.2 工作满意度

1、测量工作满意度

2、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3、员工工作满意度对工作场所的影响

3.3 全球化层面的意义

对于美国以外的国家来说，工作态度是否也是一个重要的额概念

第 4章 情绪与心境

4.1 情绪与心境

1、情感、情绪和心境

2、基本的情绪

3、基本的心境

4、情绪的作用

5、情绪和心境的来源

4.2 情绪劳动

1、情绪失调

2、情绪感受、情绪表达

4.3 情感事件

4.4 情绪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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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情绪和心境在组织行为中的应用

在选拔、决策、创造性、动机、领导、谈判、客户服务、工作态度、工作场所中的偏常行为等方面的

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

4.6 全球化层面的意义

1、不同文化间的情绪体验

2、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对情绪的解读

3、情绪的表达规范是否存在文化差异

第 5章 人格与价值观

5.1 人格

1、界定人格、测量人格和人格的决定因素

2、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

（1）外向-内向型

（2）领悟/直觉型

（3）思维/情感型

（4）判断/感知型

3、大五模型

（1）五个因素：外倾性、随和性、责任心、情绪稳定性、经验开放性

（2）大五特质如何预测工作行为

4、其他人格特质对组织行为的影响：核心自我评价、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自我监控、冒险性、A

型人格和主动型人格

5.2 价值观

1、价值观的重要性

2、终极价值观与工具价值观

3、代际价值观

5.3 人格、价值观与工作场所

1、人格-工作的匹配：约翰.霍兰德的人格-工作适应性理论

2、个体-组织的匹配

5.4 全球化层面的意义

1、人格与跨文化研究

2、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观

（1）权力距离

（2）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3）阳刚气质和阴柔气质

（4）不确定性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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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长期取向和短期取向

第 6章 知觉与个体决策

6.1 知觉

1、知觉的定义

2、影响知觉的因素

6.2 对人知觉：对他人做出判断

1、归因理论

2、判断他人时常走的捷径：选择性知觉、晕轮效应、刻板印象

6.3 知觉与个体决策之间的联系

6.4 在组织中进行决策

1、理性决策模型、有限理性模型和直觉模型

2、常见的偏见和错误

6.5 影响决策的因素

1、个体差异

2、组织限制

6.6 决策中的道德问题

1、三种道德决策标准

2、在决策中提高创造力

6.7 全球化层面的意义

归因、决策和伦理都存在潜在的全球化差异

第 7章 基本的动机概念

7.1 界定动机

7.2 早期的动机理论

1、需求层次理论

2、X 理论和 Y 理论

3、双因素理论

4、麦克莱兰的需求理论

7.3 当代动机理论

1、自我决定理论

2、目标设置理论

3、自我效能理论

4、强化理论

5、公平理论/组织公平

6、期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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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当代动机理论的整合

7.5 全球化层面的意义

第 8章 动机：从概念到应用

8.1 通过工作设计进行激励：工作特征模型

1、工作特征模型

2、如何进行工作再设计：工作轮换、工作丰富化

3、工作安排选择方案

4、工作的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

8.2 员工参与方案

1、员工参与方案的两种形式：参与管理和代表参与

2、员工参与方案与动机理论的联系

8.3 利用奖励激励员工

1、向员工支付什么：建立薪资结构

2、如何支付：浮动工资方案

3、提供什么福利项目和选择：灵活福利

4、内部奖励：员工认可方案

8.4 全球化层面的意义

五种激励方法的文化差异：工作特征和工作丰富化、远程办公、浮动工资、灵活福利、员工参与。

第 9章 群体行为的基础

9.1 群体的定义和分类

1、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

2、命令性群体和任务型群体

9.2 群体发展的阶段

1、五阶段模型

2、另一个模型：用来描述具有明确截止日期的临时群体

9.3 群体属性：角色、规范、地位、规模和内聚力

9.4 群体决策

1、群体 vs 个体

2、群体思维和群体偏移

3、群体决策技术

9.5 全球化层面的意义

2、考试的要求和目的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和考核，可以使学生较系统地掌握组织行为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熟悉组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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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的各个主要环节的特点、作用、相互关系和操作过程，了解组织行为学个体及群体的基本概念、联系、

意义及全球化层面的意义；能使学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相关的案例分析，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在较全面地掌握组织行为学理论的基础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全面

地进行观察、分析，不断提高分析和处理实际问题及提出相关对策的能力。

二、考试的形式和结构

1、考核形式：闭卷

2、考试时间：120 分钟

3、试卷题型及赋分：单项选择题约 15%、名词解释题约 20%、简答题约 40%、

案例分析题约 25%。

4、试题难易比例：容易题约 30%，中等难度题约 45%，难题约 25%

5、对考试辅助工具的要求：携带钢笔或圆珠笔。

三、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教材及参考书：组织行为学（第 14 版），斯蒂芬.P.罗宾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