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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人管心》

前言

不懂心理学，就不能凝聚人心    管理，虽然伴随企业始终，但中国企业在管理上却有着很多致命的误
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只管不理。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是下级，是员工，必须按照我的规章
制度执行，只能老老实实服管，不许说三道四。常常听到一些管理者不理智的声音：“你是怎么搞的
，像一头猪一样！”“这件事搞不定，你就打包走人！”有一次，我曾为了某事和一个下属吵了起来
，我说：“你不给我搞定就不要下班。”我想我这样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可是我却想错了，下属不但
不做，而且班也不上了。后来又有一件同样的事，我用另一种方法来处理，我说：“这件事需要你来
帮忙。只有你才能搞好，我相信你能搞定的。”我说完就走了，可以想象得出这件事完成得很好。这
两件事给我的感触很大：管理是人心的管理，两件同样的事，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处理，就会有两种
不同的结果。可想而知：如果管理过于偏激，只会使下属产生抵触心理，事情也会搞得一团糟！下属
做事情出问题，肯定事出有因，我们不能只“管”骂他们是“猪”，而不去“理”产生不良事情的原
因，我们应该帮他们找出原因，共同解决问题，防止下次再错，这才是正常的管理！    二是只理不管
。老好人式管理，过于放松，放任自流，办事情总是让员工随随便便，怎么做都可以，或者和员工打
成一片，称兄道弟，也许开始事情表面上是红红火火，可是久而久之，事情就很难顺畅地进行下去了
。我身边曾有一个主管本事不大，可是拉拢人心的方法却不小，今天和这个称兄，明天和那个道弟，
喝酒请客是常事，做事情却没有主见，常常只是说“可以”，开始时事情也办得像模像样，可是时间
久了，下属眼里根本没有他这个主管存在，办事情拖拖拉拉，结果同事的投诉越来越多，业绩越来越
少，他也没脸待下去了，只有打包走人。从上面的教训不难看出：只有“管”而没有“理”，不知道
怎样去“理”，或者“管”只是一个摆设而已，把“管”和“理”混为一谈，那样只会让“管”的威
风扫地，“理”也会一塌糊涂，事情也只会以失败而告终。    三是都管都理。大事小事统统管，不管
什么事情，事事过问，整天指手画脚，婆婆妈妈，这样的管理也只是越管越乱，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这样只能是出力不讨好，反而会越来越糟，长此下去，管理只能是一潭死水，而没有活力。曾经有一
个管理者，上任伊始，可谓是新官上任一把火，整天在车间里，大会小会开个不停，在他眼里这也不
是那也不行，连三更半夜也要到车间转一转，可是到头来什么也没管好，就像猴子摘玉米一样，顾了
这里，又丢了那里，产品的品质滑到了最低谷。不难看出，管理太杂，没有明确的方向，“胡子眉毛
一把抓”只能顾此失彼！    四是不管不理。大事小事都不管，放任自流，授权等于弃权，自己完全处
于被动状态，那他离危险也就不远了。    面对纷繁复杂的人和事，如何做到正确管理，使管理起到事
半功倍的效应，既是管理者的难题，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成功的管理经验是：超越“纷繁复杂”，
提纲挈领地抓住“人”的核心，精于管，重在理。尊重客观规律，把管与理、控制与协调有机结合起
来，在管中理，在理中管，让人更高效、更愉快、更正确地做事。做到管而有“法”，管而有度，以
科学性、可行性为原则。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理”之中，理顺关系，理清职责，理和气氛，理畅情
绪，依情而理，使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都得到充分发挥，使工作环境既有规章的严肃，又有人情的
温馨。    总之，管理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管理就像煮饭一样，
火太大，可能把饭煮煳，焦而味苦，火太小，可能煮成夹生饭，食之淡而无味。只有把管和理有机结
合起来，量体裁衣，才能达到管理的最高境界。    在一个企业中，其最基本的构成主体无非是人和机
器设备，而机器设备的操作最终还是靠人来完成的，任何一切生产的完成，实际上都离不开人在其中
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管理就是管人。    人是组织的主体，每个人在管理的过
程中，对事物的观点不尽相同，对利害的反应也不一致，其心理的变化、情绪的高低都将会刺激其行
为。同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人与事的调动，也都容易受到主观意识的影响，故管理和心理之间具
有一种互动的因果关系存在。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士说过这样一句话：“播下一
个思想，收获一种行动；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
格，收获一种命运。”上面讲到，管理就是管人，而管人实质是在管理人心。    人是心理的动物，其
情绪、需求、价值、思考、抉择等都受到环境、教育和经验所左右。在传统的管理理论中，常常将员
工当做管理的工具，把个人在工作上的种种努力视为当然，并不认为个人的心理因素对管理成败存在
影响。事实上，人是组织的主体，任何组织不管工作科学化、专业化到何种程度，绝不能把人和机器
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因为人毕竟是有意识、有情绪、有心智的高等动物。    一个管理者和组织必须从
人性的角度把人当人看，从心理的角度分析了解导致其行为的原因，从外部的刺激反应了解他需要满
足的层次与内涵，进而对症下药，管理才有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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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管人管心:心理学让管理更轻松(实战版)》从心理学的角度阐述人性与管理的关系，结合企业管理的
实际问题，定会让你有超乎想象的收获：管理就是“管”+“理”，无“管”则乱，无“理”则僵！
管理就是管自己，领导就是“领”在前，“导”在后！沟通就是“沟心”，沟通是“心”与“理”的
博弈！知人知面也知心，识人有术、用人有方！领导激励、员工动力，领导不造梦、员工干不动！突
破人性，才能提高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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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锋，国内著名营销管理专家、管理心理学资深讲师、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总裁班特聘讲师、终端店
面销售管控体系研发人，一个既做培训师又实际操作企业的实干者。李老师授课时用激情感染学员，
善于运用大量实际案例进行解析，把抽象的知识移植其中，留给学员生动鲜活的记忆。长期的培训经
验使其逐渐形成“课堂讲授+典型案例分析+情景沙盘+互动型技巧训练+行动建议”的自身授课特点
。 张持，陕西广播电视台职场节目《张持有道》主持人，言、行、思职业素质训练体系创始人40多所
大学特聘职业导师，张持老师2005年进入陕西广播电台担任情感夜话节目《都市夜话》主持人：2008
年策划并主持陕西首档广播职场节目《张持有道》，累计与近20000位听众交流职场困惑和工作问题。
张持老师一直专注于员工职业化素质的研究与解决实施，在全国130多所大学、600多家企业进行
过1000多场的职业培训与演讲，累计受训学员与企业员工达60多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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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管理离不开心理学——管理中的心理学 第一节心理学让管理更轻松 第二节基于人本管理的管
理心理学 第三节 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的个性 第四节 管理之道在于把握员工“心”声 第二章管人就是管
人心——管人中的心理学 第一节管理=“管”+“理”  第二节 “追求快乐”VS“逃避痛苦”  第三节 
用“理”的快乐解决“管”的痛苦 第四节 管人就是管心 第三章用心想，用手捏——自我修炼中的心
理学 第一节 内在性格，外在管理 第二节你的性格“值”多少 第三节找到你的性格伴侣 第四节 用性格
泡一杯管理的茶 第四章自己管还是管自己——自我管理中的心理学 第一节领导就是“领”在前，“
导”在后 第二节领导不造梦，员工干不动 第三节 员工“梦游”谁的错 第四节 梦中情人不在梦里 第五
节 管理就是管自己  第五章沟通是“心”与“理”的博弈——沟通中的心理学 第一节 沟通重在“沟心
”  第二节 笑：有笑才有“效”  第三节看：先看才能“侃”  第四节 听：能听才明“理”  第五节 问：
会问才会“思”  第六节说：巧说才显“智”  第六章知人知面也知心——识人中的心理学 第一节擦亮
慧眼不容易  第二节 穿过肚皮看人心 第三节马走日，象走田 第四节放开手，睁开眼 第七章用人育人留
住人——用人中的心理学 第一节缺什么，补什么 第二节执子之手，培训是最大的福利 第三节 与子偕
老，感情是留人的开始 第四节执子之手方能与子偕老 第八章领导要学会给员工送礼——激励中的心
理学 第一节 送礼，为别人还是为自己 第二节 物质激励，无声胜有声 第三节精神激励，有声胜无声 第
四节 职位晋升，无声亦有声 第五节 我的激励，你的动力 第六节 因人而异，对症下药 第九章执行产生
力量——行动中的心理学 第一节 行动力+结果力=执行力 第二节 影响执行的八大“不能” 第三节 员
工执行的七个“不要” 第四节领导执行的五个“不等式” 第五节 团队执行的四个“必抓” 第六节提
升执行的三个“必查” 第七节执行力就是执着的行动力 第十章80、90后的心本管理——新生代员工中
的心理学 第一节 用尊重赢得敬重 第二节 用交心赢得交换 第三节 用“才”提升魅力 第四节 用“艺”
拉近距离 附录激励有道——心理学中最有效的108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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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招，分权制衡。分权制衡是当一个下属的业务能力强于自己时，领导者惯用的管理策
略，其基本的做法是利用其余下属，对其产生一定的牵制作用，防止因为个别人能力超群等原因，导
致其功高震主，对领导地位产生威胁。在刚刚收下悟空为徒的时候，唐僧使用的管理策略主要是恩威
并重，做得好了，帮悟空缝补一下衣服；做得不好，念几声紧箍咒。然而，在收下八戒之后，唐僧就
更多地利用分权制衡的原则来管理孙悟空了。取经途中，遇到一些工作问题，两个徒弟往往意见并不
统一，一般而言，大徒弟孙悟空的观点都是对的，如果唐僧在取经途中处处听孙悟空的，那么相信取
经过程一定轻松得多。但是这样也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唐僧的领导水平会遭到悟空的怀疑，其在徒弟
中的威信也会下降。但是，唐僧如果每次都反对悟空的观点，也会造成徒弟们对自己判断能力的怀疑
。这时候，恰好“天上掉下个猪八戒”，利用猪八戒来制衡孙悟空，便解决了唐僧面临的领导难题。
正如我们所常见到的，每次取经团队遇到问题的时候，悟空和八戒的观点往往截然相反，而最后的事
实证明，悟空的意见大都是对的。那么唐僧会采用谁的意见呢？大部分时候是八戒的，原因何在？采
用错误可能更大的八戒的意见，事情会变得麻烦一些，但对于唐僧的领导而言，还有一些好处。首先
，由于八戒的拖后腿，悟空不得不求助于唐僧来对两者的不同意见做一个决断，在八戒的牵制过程中
，悟空也会认识到唐僧的重要性；其次，唐僧对悟空的一些不满，可以通过八戒传达出来，防止师徒
之间直接的矛盾和对抗；再次，多采纳一些八戒的意见，可以压一压悟空的气焰，防止其因为一直以
来的正确而导致他目无领导。总之，领导、一正一邪的下属这种“铁三角”的关系在中国历来的领导
者中屡见不鲜。作为领导者，有的时候并不希望下属之间太团结，如果那样的话，自己就会有被架空
的危险。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常常是善于制造下属之间的矛盾，而他自己却又是这些矛盾的唯一解决
者。这样，下属们离不开自己，而自己的领导地位也越加巩固。从某种意义上说，唐僧一八戒一悟空
、乾隆一和坤一纪晓岚，他们之间关系的运作模式是一样的。如果唐僧只有悟空一个徒弟，乾隆只依
赖纪晓岚一个官员，那么这两位领导者肯定会被勤劳、正确的下属累得半死，做领导的趣味也会少了
许多。对于领导者而言，比照于孙悟空和纪晓岚，八戒和和坤的作用并不弱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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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管人管心:心理学让管理更轻松(实战版)》从事管理工作，如果不懂心理学，那么他所从事的管理只
能算是事务上的管理，而谈不上对人的管理，因为，只要有人存在，就有心理因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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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也就一般的管理学书啊
2、别人送的书，翻翻。里面乾隆、和珅、纪晓岚和唐僧、猪八戒、孙悟空的类比有点意思，主子都
靠和珅、猪八戒之流来制衡纪晓岚、孙悟空。
3、书皮怎么旧旧的，好多印子，第一次在亚马逊买书，有点失望
4、隔靴搔痒的感觉。书中对管理的大量篇幅，远没有“管事务，理人心”六个字的理解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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