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白宫学管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向白宫学管理》

13位ISBN编号：9787545421071

10位ISBN编号：7545421078

出版时间：2013-5

出版社：广东经济出版社,广东省出版集团

作者：谷元音

页数：21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向白宫学管理》

前言

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都不是偶然走向强大的。在它们走向强大的背后必然有一些饱含智慧的人。说
到美国，很多人都会想到美国的繁荣，但却忽视了繁荣背后的历史。美国的繁荣和它两百多年的发展
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它凝聚着人民百姓的努力，更有领导者的智慧和人性光辉。    一个组织的管理者
，或者虽然在职务上不是领导者，但实际工作中需要履行领导职责的那些人，他们在行动过程中，不
仅要关注事务本身，而且需要全面、深入地关注团队的人。这既包括作为个体的人，也包括由人构成
的群体，也就是整个团队。领导者的工作就是有效地激发个体的潜能，使每个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
用，并团结多数人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    要想实现管理职能，达到卓有成效的管理，管理者就需
要向更卓越的领导学习智慧，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走得更远。美国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总统换了
一届又一届，但丝毫没有让美国失去竞争力，究其原因是什么？除了人民的奋斗，还有什么呢？那就
是领导者的智慧。    本书选取了美国总统生活和管理中的典型事例，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
：白宫主人们幽默风趣、认真、严谨，饱含智慧，且充满人性的光辉。在阅读过程中，你就能明白什
么是智慧，什么是管理之道、处世之道、用人之道。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案例、更好地运用在管
理中，本书在引用案例的过程中，还运用管理学、心理学知识进行了解读，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希
望大家在阅读中充分享受故事带来的快感，在享受快感时，能够将他们的智慧融入心中，最终应用到
管理实践中。    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编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经常都会感叹美国总统们的智慧。为
了能够给读者呈现更好的内容和知识，编者对案例进行了筛选。因此，呈现在书中的都是比较经典的
案例，如果读者对总统故事感兴趣，可以带着思考，继续阅读相关论著。    由于编者能力有限，书中
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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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白宫学管理》

内容概要

谷元音编著的《向白宫学管理（用美国总统的智慧轻松带队伍）》选取了美国总统们的生活和管理中
典型事例，阅读《向白宫学管理（用美国总统的智慧轻松带队伍）》的过程中，你会发现：白宫主人
们幽默风趣、认真、严谨，饱含智慧，且充满人性的光辉。在阅读过程中，你就能明白什么是智慧，
什么是管理之道、处世之道、用人之道？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案例、更好地运用在管理中，本书在引用案例的过程中，还运用管理学、心理
学知识进行了解读，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希望大家在阅读中充分享受故事带来的快感，在享受快感
时，能够将他们的智慧融入心中，最终应用到管理实践中。

Page 3



《向白宫学管理》

作者简介

心理咨询师。专注于大众心理分析和个案的心理咨询工作。对社会大众的心理困境涉入较深。在洞悉
各种心理现状的基础上，倡导放下自我。轻松体验的生活观，以构建积极、乐观的心理体验。组织过
数十次心理学讲座，参与编写了多部心理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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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1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与约瑟夫·R＿麦卡锡的恩怨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总
统不能持有个人偏见去处理事情，这样做不仅不体面，而且会有反作用。所以在公众面前，他一直保
持冷静。就连面对他十分不喜欢并有些轻视的共和党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他也不会将这些情绪
带进公共场合。    艾森豪威尔为什么如此讨厌麦卡锡呢？因为麦卡锡从杜鲁门执政时期起，就开始对
持有非正统观点的人进行调查，一直持续到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    艾森豪威尔在和自己的同事在一
起时，会偶尔敲着桌子说：“我才不会和那个家伙同流合污呢？”有一次，当劳工部官员向内阁成员
发布了有关政府雇员保险的“意外死亡险”时，艾森豪威尔说：“我知道，有一个家伙必须要买这份
保险。”    艾森豪威尔总是避免在公众场合谈论麦卡锡。1954年，当参议院投票表决不信任麦卡锡，
并欢迎犹他州的参议院亚瑟沃特金斯作为不信任投票委员会主席时，艾森豪威尔感到非常高兴，他说
：“麦卡锡曾说他因为曾经支持过我感到羞愧，他觉得自己对不起美国人民。至于杰尼特和麦卡锡，
我并不需要他们的支持。这正是我想听到的，我真希望他能够再说一次。”    3．2个人偏见与代价，   
尽管艾森豪威尔也有不喜欢的人，但是他尽量避免在公众场合谈论这些事情。通过艾森豪威尔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出的就是，偏见是很正常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带有偏见，它不仅表现在待人上，还表
现在做事上。而且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很深的影响。    “偏见”的意思是不给别人以公正的考查便贸然
做出判断。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因为肤色、身份、年龄、教育程度、工作能力、身高或体重等对人产
生偏见，然后在偏见的影响下，用不同的方式对人，形成自己不同的圈子。    个人偏见，顾名思义就
是带着偏见看问题、做事、待人。经济学家贝克尔提出了个人偏见理论。这个理论是想论证劳动力市
场上的歧视现象。在该理论中，将歧视看作歧视者的一种偏好或爱好，在这种偏见的影响下管理者或
个人都要付出代价。    比如，有的人在选择异性朋友的时候，就很有可能因为外貌和对方交往，而忽
视了与人交往最重要的因素——个性、爱好，结果可想而知，交往双方会因为性格不合闹出种种矛盾
。一个企业在凭学历、学校用人时，忽略了能力的因素，就会给企业带来麻烦。因为企业需要的是会
做事的人，而学历、学校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做事能力。    一位设计师设计了一个“宽容博物馆”，目
的是想知道人们对偏见的意识。这个博物馆位于洛杉矾。当它建成以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迎接了它
的来访者。导游事先会告诉来访者：“注意，这里有两扇门可以进入博物馆。一扇门上写了‘公正’
，一扇门上写了‘偏见’。你们可以通过任何一扇门进入。”大多数来访者都会选择‘公正’的这扇
门，但是这扇门打不开，有些人在推不开‘公正’这扇门的时候，会脸红或感到尴尬。    这个实验说
明当公正和偏见没有被提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忽视这两者的区别。事实上，我们都喜欢公正，不喜欢
偏见，但是在生活中又无意会受偏见的影响待人做事。    作为管理活动的执行者，管理者就需要察觉
自己的偏见，以免自己的管理工作受到偏见的影响。如果一个管理者凭喜好用人、对待员工，就会极
大地打击员工的积极性，最终失去员工的信任。而且员工受到管理者喜好的影响，在工作中会形成做
事的喜好，当员工在喜好的影响下做事时，做事效率就会大打折扣。试想，员工在某种心情下才去做
工作，效率和质量能够提高吗？    除此之外，管理者的个人偏见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判断力，使得管理
职能的有效性大大降低。    3．3消除个人偏见。平等待人做事    无论深入哪个组织，随机地与工作人
员进行交谈，你都会发现最困扰员工的问题就是公正问题。例如，他们缺乏提升的机会、薪资增加并
没有达到原先的期望、他们没有机会参加业余培训等。    当然，员工的这种不公正的感受，除了管理
者的问题，还有员工自身的问题。因此，管理者在消除自身偏见、平等对待员工的同时，还要让员工
以同样的观点来看待问题。也就是让员工站在自己管理者的角度看待问题。做到这一点，员工就会认
为管理者是公正的。    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管理者以身作则，给员工树立良好的榜样，在管理活动中公
平待人、做事，尽量减少个人情绪。    其次，建立公正的制度。当一切主观的和客观的有关工作、晋
升等的标准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之后，人们就会变得有安全感。    但是管理者在建立制度时，必须
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1）共识。要在大多数人对企业、其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企业的各方面需要
及整个外部环境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制定。    （2）参与。制定的制度能够保证全体成员都能发挥自身最
大的潜力，赋予员工权力和责任，让员工主动解决遇到的问题。    （3）公正。给予员工公平的回报和
待遇。P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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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要想实现管理职能，达到卓有成效的管理，管理者就需要向更卓越的领导学习智慧，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才能走得更远。美国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总统换了一届又一届，但丝毫没有让美国失去竞争力，
究其原因是什么？除了人民的奋斗，还有什么呢？那就是领导者的智慧。    谷元音编著的《向白宫学
管理（用美国总统的智慧轻松带队伍）》选取了美国总统生活和管理中的典型事例，在阅读本书的过
程中，你会发现：白宫主人们幽默风趣、认真、严谨，饱含智慧，且充满人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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