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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企业员工情绪管理路径研究 

李丰伟  虞茗迪  赵一村 
（国网温州市洞头区供电公司  浙江温州  325700） 

摘  要：在当前市场竞争环境更为激烈的新形势下，企业员工面临的职场压力不断增加，大量企业员工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负
担。尤其是在长时间枯燥工作环境下更容易产生低落、焦虑情绪，导致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下降，从而直接影响工作质量以及效率。
同时长期负面情绪状态下，也会严重损害企业员工身心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基于此，本文主要对新形势下企业员工情绪管理
路径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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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发展而言，员工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

于员工情绪的调节和引导尤为关键，也是最大程度调动员工创
造性以及积极性的必有基础。新形势下，为了全面推进企业可
持续发展，尤其在当前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企业员工思想更
容易受到社会整体环境、自身心理因素以及工作负担等多方面
因素干扰[1]。在此背景下，企业以往单一采取的传统思想教育等
手段很难有效调节员工情绪，还容易引起其他衍生问题，从而
对企业员工情绪疏导、队伍稳定性甚至企业发展造成影响。因
此，在新形势下加强企业员工情绪管理迫在眉睫。 

1.积极发展员工情绪变化状态 
企业员工情绪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只有当员工具备积极向

上的情绪状态时，才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并得到更好的工作
成效。而如果员工日常工作中消极情绪占据主导，将会对工作
水平和质量产生直接影响[2]。新形势背景下，企业内部管理者需
要充分遵循以人为主的原则，提高对员工情绪管理的重视程度，
积极推进员工情绪管理工作。从日常工作着手，主动深入一线
岗位，了解员工情绪状态，掌握员工情绪变化，分析导致员工
不良情绪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采取合理有效且针对性的措施来
疏导和管理员工负面情绪，确保员工始终维持良好工作状态[3]。
同时企业内部管理者也应该具备换位思考的意识，在节假日深
入基层为员工送温暖，深入了解员工存在的实际需求和面临的
各种家庭困难，最大程度提供帮助，协助员工解决问题，减轻
负担，从而帮助员工释放压力。 

2.深入分析员工情绪波动的内外部因素 
企业员工情绪波动和各种内外部因素均有密切联系，企业

内部管理者需要和员工深入沟通交流，准确把握员工心理波动
趋势，在此基础上给予针对性地情绪疏导，从而确保员工情绪
管理的有效性[4]。在当前信息时代下，各种突发事件及社会新闻
均会对员工情绪产生影响，甚至造成员工情绪冲动。新形势下，
企业在市场环境中所面临的竞争更加复杂激烈，企业经营状况
和员工经济效益也会直接影响到员工情绪变化。同时企业员工
个人性格特征等主观因素存在着明显差异，因此在日常工作中
也容易出现摩擦和误解，一旦没有第一时间妥善处理解决矛盾，
将会导致员工各种负面情绪[5]。尤其是对于性格比较偏僻的员
工，还容易出现损害他人利益甚至威胁生命安全的行为，对企
业稳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面对这一情况，企业内部管理者更
应该主动掌握员工心理变化态势，不断剖析情绪变化的原因，
采取必要的疏导措施，积极推进员工情绪管理工作，从而保证
企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3.打造员工情绪交流渠道 
企业内部需要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最大程度体现出来，

对现有沟通体系不断优化完善，持续构建起良好沟通渠道，营
造积极沟通环境，让企业内部员工有途径、有地方来倾诉内心
感受[6]。同时，企业内部管理者还需要确保沟通渠道的畅通性，
让企业员工能够及时表达内心感受、宣泄情绪。如果企业内部
沟通渠道畅通性存在障碍，员工情绪不能及时得到宣泄倾诉和
有效引导，也容易导致员工情绪的波动。当前，企业内部为员
工提供的情绪表达渠道多种多样，常见的有热线电话、信箱等。
而此类沟通渠道的畅通性，也还会影响到企业员工对于企业内
部管理者的信任程度，决定员工对企业的认可感和归属感，构
建起畅通的沟通渠道有助于提高员工队伍凝聚力[7]。因此，企业
需要积极探索切实可行的双向沟通机制，积极引导和鼓励员工，
促进员工和企业管理者采取多样化沟通途径进行交流。同时，
企业领导人员也应该深入员工队伍进行交流，敞开心扉对待员
工，了解员工内心真实想法，给予企业员工足够尊重和理解，
在企业内部营造出积极向上、和谐共处的氛围，从而促进企业
可持续发展。 

4.营造良好内部道德环境 
在企业进行内部文化的建设中，需要有良好道德氛围作为

基础。企业道德文化也属于一种特殊的道德风尚和观念，直接
影响党群关系，决定党组织在员工群体的地位，并且影响到员
工队伍的凝聚力以及向心力形成[8]。如果企业内部呈现出唯利是
图的道德文化，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重视员工身心健康和安
全，久而久之员工也会受到此种文化的影响，过于注重个人利
益。如果企业内部管理者过于注重个人主体地位，过度凸显自
我，在日常工作中没有落实民主集中制，在问题处理上没有采
取集中决策方式，很容易在企业内部出现小团体现象。而在这
种不良道德环境下，将会影响员工日常工作以及生活，从而造
成情绪波动。因此，企业需要注重内部道德文化建设，持续提
高道德水平，树立良好道德形象，充分发挥出基层党支部和普
通党员的示范效应，在企业内部营造出团结协作、互帮互助的
良好氛围，树立积极向上的道德观念。通过这种方式不断提高
企业员工政治觉悟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也有助于增强企业内
部核心竞争力。 

5.构建员工个人价值实现平台 
企业对于每位员工的个人成长需求应该充分满足，结合企

业发展全部情况，构建起员工个人价值实现平台。具体来看，
在日常工作中企业可制定员工成长手册，开展员工一对一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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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规划，定期组织开展形式丰富的技能培训、岗位练兵活动、
竞赛活动等。为了保证确保竞赛活动取得理想成效，还应该构
建起科学可行的竞赛目标，详细制定竞赛措施和激励制度。除
此之外，企业还需要将员工学习培训成绩和职称评定、岗位调
整等方面进行联系，充分调动企业员工主观能动性，为其营造
富有激情、和谐竞争的工作环境，让员工以更加饱满的情绪投
入在日常工作中。 

6.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情绪管理已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并得到了越来越多企业内部管理者的重视。为实
现企业稳定健康发展，需要制定全方位措施推入员工情绪管理
工作，减少员工情绪波动，改善员工工作体验，不断吸引更多
优秀的人才，构建稳定的员工队伍，从而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张希明. 新形势下企业员工情绪管理途径分析[J]. 企业

文化,2019(9):219. 
[2]季春光. 新形势下企业员工情绪管理途径分析[J]. 现代

商贸工业,2018(19):82-84.  
[3]谭少云. 基于情绪管理 C 公司企业员工工作绩效的提升

途径研究[J]. 环球市场,2020(24):60,62. 
[4]区海鹏. 企业员工情绪管理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J]. 

企业改革与管理,2020(16):77-79. 
[5]苏传慧. 情绪管理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运用研究[J]. 

全国流通经济,2021(36):97-99.  
[6]陈施言,向征. 后疫情时代下员工情绪管理问题及对策研

究[J]. 社会科学前沿,2022,11(7):2614-2621.  
[7]郑卉. 基于员工心理情绪管理的电网企业团队绩效提升

探究[J]. 区域治理,2020(27):267.  
[8]马天一,孙晓梅.90 后员工情绪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以

M 公司为例[J].智库时代,2018(34):164-165+167. 
李丰伟，1981，男，汉族，浙江温州人，本科，高级政工

师，主要研究方向：党建、精神文明、企业文化、纪检监察、
工会和离退休等。 

虞茗迪（1998-），女，汉族，浙江温州人，本科，主要研
究方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赵一村，1991，男，汉族，江苏镇江人，本科，中级政工
师，主要研究方向：党建、精神文明、企业文化、纪检监察、
工会和离退休等。 

 
 
 

（上接第 161 页） 
作为产出导向法中的关键环节，作品展示不容忽略，如果

教师能够通过作品的形式展示教学效果，就有助于提升日语专
业学生的翻译创造性和主动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常见的
作品呈现方式有设计创作类、比赛类、表演展示类和调研报告
类，实质的成果既可以是视频、音频，也可以是图片、文字或
印刷本。课程作品化符合专业翻译课堂教学产学研融合的教学
要求，有助于提升日语专业翻译人才培养质量和效率，对教学
实践和职业教学改革创新有重要作用。在设计日语专业翻译课
堂教学时，教师可以结合前期的学习任务设计由不同作品组成
的系列作品集，综合考量学生的学习输入以及教学目标，适当
控制作品任务设计的难度和数量，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语
言基础灵活调整教学思路和节奏，避免学生消极应对、疲于应
付。 

结语 
综上所述，以产出导向法理论为依托的日语专业翻译课堂

教学设计比较考验教师的教学功底，教师应做好充分的课前准
备工作，理顺课堂教学思路，坚持目标导向。结合基本学情甄
选课堂教学内容，站在宏观发展的视角稳步推进教学改革及创
新，提升整体教学质量并优化课堂教学流程，直观生动地展示

课堂教学成果，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在多措并举业和环环相
扣的过程中推进日语专业翻译课堂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设计的
质量和水准，让学生能够享受日语专业翻译学习的全过程，实
现能学、善学、会学，进而逐步成长为优秀合格的专业日语翻
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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