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皮格马利翁效应”在人力资源精神激励过程中的应用探究 

文/刘莉莉 张春瀛  

   《课堂里的皮格马利翁》要表达的内容是教师期待某个学生是天才，这种期待心理会对那个
学生发生影响，使他对自己“一定会成为出类拔萃的学生”这种愿望的实现，产生心理上的安慰和
激励作用。这种现象被社会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命名为：“皮格马利翁效应” 。  
   一、精神激励中“皮格马利翁效应”的应用与效果展现 
   在具体的人力资源的管理活动中，对尚未做出成绩的人给予信任和期待，是把“成绩——信
任”这一通常的模式变为“信任——成绩”模式。而对于已经做出阶段性成绩的员工，会形成这种
模式的良性循环，现实生活中，就有许多普通的员工由于偶然受到信任和期待的激励而迈上事业的
成功之路。  
   这是一个以“积极肯定”促进“积极肯定”的双向运转之机制。“积极肯定”总是与赞扬、
鼓励这一“奖赏”的方法紧密相连的。赞扬、鼓励别人，是在给予“奖赏”(不一定是物质的形式)
的过程中，积极肯定他的思想和行为，有效地传达你对他的期待心理，同时也及时地满足他对你的
期待心理，从而使“安慰剂”作用得到放大，使“皮格马利翁效应”得以强化。 
   当然，并非我们遇到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奖赏他人这种积极肯定的方法加以解决。但恰如其
分地运用之，确能帮助我们改善员工的精神状态，无论以员工自身和组织的角度来看都是有裨益
的。  
   二、进行精神激励时的常见误区： 
   1、以职行赏式的激励 
   精神激励作为一种激励的方法，也应具有公平公正性，但是一些人力资源管理者受传统激励
观念的影响往往与职位高低联系在一起，“爵以授功，职以技能”，其实职务的高低与奖励物太多
内在的联系，如果职务仅仅表现为一种荣誉的表现形式，也就失去了它本身的责任性，这显然与职
务本质属性相背离，与精神奖励的根本目的也相去甚远。 
   2、脱离客观考核的激励  
  有的组织管理制度不健全，部门职责权限不清，没有工作标准，难以对员工进行合理的业绩考
核，这样的情况下越奖励越混乱，因为精神奖励并不是整个组织的灵丹妙药，和物质性的奖励一
样，它也是业绩的衍生品，考核的标准是以职务分析中制定的职务说明和职务规范为依据，在一定
意义上也是具有“按劳分配”的性质，不然的话，员工就会作不利的归因，结果反而有损组织内的
人际关系。 
   3、精神激励的“大锅饭”现象 
   有的管理者在进行激励时不注重激励的实际价值，而把目光仅仅盯在激励这一管理手段上，
为了使激励发生作用，不分场合，不分时机，不分人的进行“地毯式激励”，造成了这种“积极性
刺激”贬值，不仅难以实现短期的成效，在长期中会让员工产生抗体，严重的可以使精神激励这一
可以弥补物质奖励造成的员工心理失衡的机制变成繁冗的管理累赘。 
   四、精神激励的实施与完善还必须具有一些配套的条件 
   1、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估和监督体系。只有完善的依据才有完善的激励操作平台。 
   2、领导者的自身素质所能附加的激励价值。在职工身上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感染效应，上行
下效，形成目标的同向，工作上的同力，事业上的同心。以平等的态度，很容易连结成互相信任、
理解和支持的纽带，把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3、要随着员工个人和组织的动态变化，激励作动态的调整。 

 



  
   （注：S：个体自我期待；P：个体潜在能力；E：个体显在能力） 
   个体自身显在能力的提高，就会提高组织中的期待主体（即管理者）对于个体（员工）的总
体评价，由此，个体就能够得到一个相对较高的组织期待；而个体自身显在能力的降低，也会降低
来自外环境对个体的总体评价，从而导致个体得到一个相对更低的组织期待。与此同时，这些组织
期待又会带来员工内部的新循环。因此，从期待的客体—— 员工本人来说，管理好自己在别人心
中的期望也是很重要的。至此，在组织与员工的内外环境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如图一的完整循环，但
是在实际的问题上这其实是一个漫长而动态的过程。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也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循
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员工的潜在能力，在带来员工个体进步的同时，也带来组织和社会的巨大进
步（作者单位：天津工业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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