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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学对指导研究生的启发组织行为学对指导研究生的启发

·职 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成为研究生导师后，我逐渐认识到，

带研究生不仅仅是指导他们操作仪器、

分析数据、撰写论文，更涉及调动学生的

科研积极性、指导他们为人处世等等。组

织行为学是一门“研究人在组织中做什么

以及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影响组织绩效的

学科”[1]，其核心主题包括领导力、激励、人

际沟通、冲突和谈判等等。学习组织行为

学不但有助于提高导师的管理理论水平，

而且有助于分析、预测、引导研究生在课

题组的行为。以下笔者举例说明。

期望理论

博士生A加入我课题组后，采集到很

多实验数据，但他突然消沉起来。我从

侧面了解到，他认为他很努力，可在我的

课题组发表不了“高档次”论文，将来无

法进高校任教。即使别的课题组发表

了“高档次”论文，那也是整个课题组“协

同作战”花了几年时间的结果。他看不

到自己的希望。

博士生B进课题组后，我让他在研究

自己课题的同时，帮助别的课题组测试几

个样品，可以合作发表论文。他测试后，

得到些数据。但当我让他改变实验条件

重新测试时，他产生了思想情绪，因为“署

名第N作者的论文不符合毕业要求”。

以上事例都可以用期望理论来解

释：一个人是否有积极性做一件事情，取

决于3个变量的乘积。变量1：他认为凭

他的能力能否达到某个目标；变量 2：他
认为他达到目标后能否获得奖励；变量

3：他对奖励或者最终的结局有多在乎[2]。

在上述例子中，博士生A很在乎进高

校任教（变量3），他认识到发表高档次论

文是进高校任教的必要条件（变量2），但

对自己能否发表高档次论文表示怀疑

（变量 1）。博士生B并不担心自己能完

成实验（变量1），也不怀疑合作论文能发

表（变量2），只是不在乎他署名为第N作

者的论文（变量3）。

于是，我“对症下药”。对于博士生

A，我虽然举不出我的学生进高校任教的

例子（因为还没有一个博士生毕业），但

我告诉他：博士生 C也是从一所“小学

校”考进来的，他在我的指导下发表了

“高档次”论文并获得国家奖学金。我告

诉博士生A要合理设定目标，一步一个脚

印做好眼前的事情，而不是一味地说丧

气的话。我努力帮助他把论文一篇篇地

发出来。2015年，他以全系博士生第一

名的科研成绩获得国家奖学金。

对于博士生B，我对他说：“将来进工

作单位，需要团队合作精神。你现在帮

别人测样，正是在锻炼合作能力，也是我

将来给你写推荐信和毕业鉴定的素材。

如果你不愿意帮别人测样，我可以找其

他组员帮忙。但如果你愿意测样，我将

全力以赴，确保你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

和合作论文尽快出来。”该生进组一年

后，发表署名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的论

文各一篇，还有一篇第一作者论文投了

出去。他获得二等奖奖学金。

公平理论

我的研究生和其他课题组的研究生

合用一个大办公室。有别的课题组的同

学不努力科研，经常外出实习，还向周围

同学炫耀她已经发表多篇论文，拿到多

家大公司的录用通知书，周围同学受到

很大影响。有的学生对我说：“别的课题

组的学生很轻松，不努力做科研也能毕

业。”有的学生向我提出也外出实习。还

有的学生情绪低落。

以上事例可以用公平理论来解释：

员工会把自己的获得/投入比和他人的获

得/投入比进行对比，来感知是否公平。

当他们认为自己的获得/投入比小于别人

的获得/投入比，就会产生消极情绪，进而

采取行动，比如减少自身投入、要求增加

自身获得、通过舆论使他人增加投入、减

少他人获得、调整自己的观念、改变比较

对象、离职等[2]。

针对上述情况，我找学生们谈话，要

点是：1）不要和别人比谁更不努力，成功

会属于脚踏实地做好自己事情的人；2）
不要说别人怎样，自己也要怎样。要有

自己的伦理标准；3）不要只看表象、只看

暂时，而不看到最后的结果。

后来，学生们发现，那位同学炫耀的

内容和事实有很大出入，她因为没有发

出署名为第1作者的论文而没拿到学位

证。而我指导的学生除了刚进校的都获

得奖学金，其中3位还同时获得国家奖学

金，他们的心理重归平衡。

组织公正

和公平理论相关的是组织公正的概

念。组织公正包括分配公正、程序公正、

人际公平、信息公平 [3]。以评职称为例，

分配公正就是选出真正优秀的人才；程

序公正就是按照晋升流程进行操作，得

票也没数错；人际公平就是领导不偏不

倚；信息公平就是公开名额信息、晋升要

求和候选人的申请材料。

组织公正的概念值得引起注意。课

题组经常有各种机会，比如出国参加学术

会议、国外同行请我推荐学生出国做博士

后等。这些机会的出现，本来是好事，但

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学生的思想情绪。

于是，我就告诉学生，国外同行请我推荐

学生做博士后，这不仅涉及学生的发展需

求，还涉及对方导师的要求和我的名声。

我会优先推荐做实验和写论文能力都强、

人品好、契合对方课题要求、能按时毕业、

适合走学术道路的学生，无论他/她是我自

己的还是和别的老师合带的学生。我还

说，出国开会并非公款旅游或者奖赏，我

会优先考虑有重要的研究结果需要汇报、

报告内容契合会议主题、完成毕业论文不

成问题的学生。把这些原则事先讲清楚，

能避免日后不必要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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