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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领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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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曾用过河要有桥和
船的生动比喻，深刻地说明了
方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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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

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
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船就
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
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
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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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方法，就是领导者为达到一
定目标，按照领导活动的客观规
律性，采取的领导方式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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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头，可以事半功倍；方
法不对，或者事倍功半，或者
徒劳无功，甚至会铸成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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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战时期，罗肯巴克将军
对巴顿的“草率”的处理方法。



7

我们介绍两类方法：基本领导
方法与具体领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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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领导方法即是方法论，是领
导方法的“纲”和灵魂，是领导方

法中的共性，是领导者的世界观、
方法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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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领导方法与具体领导方法
的关系表现为共性与个性的关
系，不能片面地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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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如果割裂了两者的关系，将导
致什么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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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两者都
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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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领
导
方
法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
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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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
领
导
方
法

制定贯彻目标的方法

发挥下属人员效能的方法

组织会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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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领导方法

（一）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15

1、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条件与

理论基础
（1）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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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条件就是，在我国领导者和
被领导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利益
的一致性，这即是领导和群众相
结合的客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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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唯
物主义认识论，是领导和群众相
结合的领导方法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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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中的什么原理是领导与群众相结
合领导方法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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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中的“群众是历史创造
者”；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
“两次飞跃”的原理是领导与群众
相结合领导方法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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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1）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

点

（2）树立一切向人民负责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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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要克服和防止两种不良倾
向：

其一，借口向上级负责，不顾群
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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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借口对群众负责，拒不执
行上级的指示，有令不行，有禁
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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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树立相信群众的观点

要想带领群众做好工作，必须
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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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
领导者头脑里想出来的需要。

其二，群众的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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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不是消极
地坐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我们

要反对“自发论”和群众运动“天
然合理论”的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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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树立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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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1）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

（2）树立一切向人民负责的观点

（3）树立相信群众的观点

（4）树立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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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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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与群众相结合的基本途径
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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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是我党的三
大作风之一，是我们的事业保持强
大生命力的源泉。党的几代领导人
都身体力行，深入群众，调查研
究，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刘少奇 13陵



31

4、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主要障碍

主要障碍有：以权谋私、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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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
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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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的科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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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

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
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
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
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
方法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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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是指
领导者首先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
一般意见，又将这一般意见拿到许
多个别单位中去执行、检验，然后
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指示，去
普遍地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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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含两个阶段：

一个是由个别到一般；

一个是由一般到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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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方法的

正确运用

（1）要善于从许多个别指导中
形成普遍适用的一般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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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试点

调查研究
领导下基层

蹲点

办特区

实行民
族自治

一般号召
与个别指
导相结合

在实际
工作中常
运用“一
般号召与
个别指导
相结合”
的科学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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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善于把一般号召和个别

指导结合起来推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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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结合”
的领导方法对领导素质的要求是
很高的，其中之一就是领导要具
有理论思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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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领导方法

（一）制订贯彻目标的领导方法

1、目标的含义和特征



42

目标的本质特征

第一、全局性

第二、长期性

第三、层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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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要制订目标

（1）社会活动越来越复杂

（2）社会变化的节奏越来越多快

（3）社会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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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怎样制订目标

（1）调查研究

（2）科学决策

（3）制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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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挥下属人员效能的方法

1、下属与领导者的关系

2、领导者处理与下属关系的原则



46

（1）服务的原则

（2）民主的原则

（3）公平的原则

（4）监督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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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挥下属人员效能的方法

（1）知人善任

（2）批评教育

（3）关心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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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携发展

（5）超脱授权

（6）上下沟通

（7）有效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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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会议的领导方法

1、会议在领导活动中的作用

（1）会议是实施领导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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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议是集思广益的重要场所

（3）会议具有协调与统一作用

（4）会议具有学习、宣传与表彰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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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会议的领导方法

1、会议在领导活动中的作用

（1）会议是实施领导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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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议是集思广益的重要场所

（3）会议具有协调与统一作用

（4）会议具有学习、宣传与表彰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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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导者开会的方法

（1）会议的准备方法
开什么会（What）；
为什么开会（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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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开（When）；
哪些人开（Who）；
在什么地方开（Where）；
怎么开（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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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持会议的方法

第一、精神饱满、举止端庄。

第二、讲究语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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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开场白要简短明确，会议最
忌主持者做冗长的个人独白；

二是会议中讲话要简明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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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语言表达要清楚、条理化，
富有感染力。

第三、合理安排议题的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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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突出中心议题。

第五、适时进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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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掌握会议进度，及时转换
议题。

第七、妥善协调各方面意见和人
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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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对与会者不同或相反的意
见分歧与争论，会议主持者应加
以归纳，引导大家分清争论的焦
点，把讨论引向深入，并适时做
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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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会议主持者要能广泛听取
会议中的不同或相反的意见，特
别是要有听取不同或相反意见的
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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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由人际关系紧张而发生
的争执和矛盾，会议主持者必须
及时制止争吵，待会后弄清情况
再具体处理，必要时应对不正确
一方予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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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随时引导和调整会议气氛。

第九、提高会议效率。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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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有效地进行会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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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议总结的几种技巧：

第一、归纳法，把发言中既有联
系又杂乱的思想观点归纳整理，
使之条理化，又重点突出。



66

第二、串珠法，把发言中闪烁思
想火花穿在一起，形成智慧的珍
珠，会议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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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升华法，把发言者中表达
不够深刻、完善的思想观点加以
升华，从而使与会者认识有所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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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拍板法，在与会者充分讨
论，发表意见，表明态度，对有
关情况进行了充分论证，会议主
持者在总结时要及时拍板定案，
不能丧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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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会议的方法不止这些方面，
领导者在主持不同会议时，应根
据不同会议的要求去创新和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