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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外在差異 

內在差異 
(因素、條件) 



個體差異 

個體差異是指人在生活實踐中經常表現
出來，帶有一定傾向的心理特性，使個
體在具體活動中表現出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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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差異管理 
․人員工作安排盡量做到人盡其才，避免發生大才小用或無法勝任情形。 
․要按照不同工作、不同能力、不同標準的要求來考核員工。 
․教育訓練除了一般(普通)能力培訓，也應包括特殊(專業)能力的提高。 
․人員選用既要考慮知識、技能，也要考慮個體的潛在能力。 
․透過工作輪調方式，讓員工增加工作經驗，也增加公司用人彈性。 
 

Book:管理心理學，俞文釗， P.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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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生產力上 

根據研究發現，當工作變得比
較複雜時，員工的個別差異對
工作生產力有較大的影響。 

e.g.單一制式化的作業員，生產力差距
較小。但一個Top業務員與一般業務員
的生產力差異可能數十倍。 

(2) 

能力與 

技能上 

員工需要真正的能力與技能去
把工作做好，而能力是影響工
作表現的重要因素，也是個別
差異之所在。 

e.g.每個人都可以有讀稿的技能，但不
是所有人都擁有當主播的能力。 

(3) 

對工作的
興致度 

對工作有興趣、有熱情的人，
會自己尋找到樂趣，讓工作豐
富化。 
對工作沒有高度興趣的人，會
另外在休閒或家庭生活中尋找。 

e.g.對工作有興趣的員工，對自我能力
也持樂觀的態度，往往會盡全力排除工
作中的障礙。 
e.g.未在工作上得到樂趣的員工，容易
安於重覆性的工作，對挑戰性的工作，
會想輕易放棄。 

(4) 

自我監控
上 

個體根據不同情境來改變自己
的行為，留給他人最佳印象的
性格特性。(變色龍特性) 

e.g.自我監控高的人，能改變自己的行
為來適應不同群體的準則、期望和風格。
(e.g.公關部門) 
自我監控低的人關注的是在這個情境中
如何盡量成為我自己。(e.g.稽核部門) 

Book:管理心理學，DuBrin原著， P.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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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力
差
異 

指一個人的聰明才智，個體普遍的學習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語言：語文的理解能力。             音樂：節奏能力。 
邏輯：數理能力。                        肢體：動覺能力。 
視覺：空間視覺能力。                 人際關係、自我理解能力。 

能
力
差
異 

指有效完成任務(活動)的心理特質。可分為下列4種能力。 

實際能力：表現於外在的能力(or成就)。(e.g.學業成就、職業成就) 
潛在能力：蘊藏於內，尚未表現出來的性向或天份。(e.g.藝術天份) 
普通能力：有普通能力的人，經歷練後會成為通才。(e.g.行政人員) 
特殊能力：有特殊能力的人，經歷練後會成為專才。(e.g.研發人員) 

性
格
差
異 

指一個人的行為偏向、一種習慣化行為。 

內向型vs.外向型                          靈敏型vs.遲頓型 
自律型vs.他律型                          樂觀型vs.悲觀型 

Book:組織與管理心理學，劉信吾， P.184~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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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度
差
異 

指個體對人、事、物的心理傾向。態度主要受後天環境的影響。 

認知層面：對人、事、物的理解與看法。(e.g.知道上班不能遲到) 
情感層面：對人、事、物的情緒感覺。(e.g.情感面也接受準時) 
行為層面：對人、事、物的行為反應。(e.g.行為面卻是常常遲到) 
․這三層面出現不一致，則是認知失調。 

興
趣
差
異 

指個體對人、事、物喜愛的程度。 

․興趣的行為歷程：感覺注意知覺興趣。 
․興趣主要受到後天環境影響，所以興趣是可以培養的。 
․在職場上，員工對工作是否感興趣，會影響工作意願與工作表現。
所以管理者在分配工作時要考慮到員工個人的興趣。 

性
別
差
異 

兩性之間因生理結構、基因、腦神經、內分泌系統等，以及後天教養
環境的不同，在多方面都有很大差異。 

․因腦結構差異，男性的語文能力不及女性。男生視覺，女生聽覺 
․女生提出問題希望獲得共鳴，男生提出問題希望獲得解決辦法。 
․女生說出煩惱希望男生也能說出他的煩惱 (女：兩人相互分享)， 
    男生說出煩腦希望女生千萬別說她的煩惱 (男：變成我的困擾)。 

Book:組織與管理心理學，劉信吾， P.184~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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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特質與員工工作結果 

核心工作特質 員工關鍵心理狀態 工作結果 

技能差異性 

工作是否有意義 

高出勤率 

工作認同性 低離職率 

工作重要性 高滿意度 

工作自主性 能否對工作結果負責 高動機 

工作回饋性 對所做所為的實際結果是否清楚知道 高品質工作績效 

Hackman(1976)研究 

“別和顧客爭論價格，請與顧客討論價值。” 
當薪資誘因無法調整時，你還可以給予(or擁有)什麼? 

Book:管理學，中山大學企管系， P.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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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
覺
決
策
模
式 

․指利用有限資訊，不求深入理解，依慣性、情感、方便性、
可行性做決策。 
․屬於聚斂性思考，不再多方探索可行方案，以既有知識尋
求單一答案，做出快速的決定。 

1)性格：直接型(追求效率)、分析型(追求謹慎)、 
               概念型(追求原則)、行為型(追求和諧) 

2)價值觀：個體會偏向認為有價值的事去思考、做決策。 

3)過去成敗經驗：成功經驗相同決定。失敗經驗避免相同 

4)情緒：愉悅情緒正向思考。低落情緒負向思考 

5)抄捷徑思考：以最容易想起、印象深刻的資訊做為決策參考 

6)組織文化：決策的事項與組織有關，會受組織文化影響。 

7)個人利益：有些人做直覺決策時常會先考量個人利益。 

8)英雄主義：有些人會受到英雄主義的影響。(e.g.把妹耍帥) 

9)升高投入(孤注一擲)：明知決策有風險，仍繼續投入。 

10)道德原則：道德會影響直覺決策。(e.g.開車突然煞車失靈) 

個
體
決
策
模
式 

Book:組織與管理心理學，劉信吾， P.20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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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
性
決
策
模
式 

․指經過深思熟慮，依一定步驟，評估所有方案，選取最佳
方案的歷程。 
․屬於擴散性思考，同時思考、各方評估較多的可行方案。 

理性決策的步驟： 

1)確認所要決策的問題 

2)選定衡量的指標 

3)設定各項指標的加權 

4)依據指標提出可行方案 

5)再依各項指標的加權，從可行方案中選定最佳方案。 

理性決策與創意： 
1)理性決策經過深思熟慮，比較周延，在思考過程中可徵詢
他人意見，集思廣益、借助他人智慧。 
2)因為依據一定步驟，決策過程和結果難免會僵化，必要時
要有所變通、要有創造性思考。 

個
體
決
策
模
式 

Book:組織與管理心理學，劉信吾， P.202~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