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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C_9A_E5_BF_83_E7_c67_151685.htm 一、名词解释：1、

社会心理现象：当然也是心理现象，但有别于一般的心理现

象，指在周围社会情境下，在他人或人群影响下，你的心理

上的主观感觉与变化。2、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的

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3、变量：指一个

具有不同数值的量，其量的大小可以观察和测量。变量通常

分为自变量和因变量。自变量是研究者选用或操纵的变量，

以确定其对心理或行为的影响。因变量是被试者在实验室中

的行为反应。 4、信度：指测量本身的一贯性，如果测得的

分数是可重复的、一贯的，则测得的分数就是可信的。一项

研究结果经过重复后得到类似的结果，就意味着这项研究是

有信度的。5、效度：指当研究者所测量的正是他要测量的东

西，发现的正是他要发现的东西时，研究就有了效度。6、调

查法：又称询问法，在社会心理学中，常用的调查法有访谈

法和问卷法。7、档案研究法：是指对现存的档案材料的内容

进行调查分析，档案材料包括报纸的报道、政策或团体的记

录、书籍、杂志、个人新建、讲演稿等。 8、物理痕迹研究

法：是利用残留在物体上的印记来研究有关的社会心理现象

的方法。9、个体社会化：个体在社会环境影响下，认识和掌

握社会事物、社会标准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个体得以独

立地参加社会生活。一句话，通过社会化是个体由自然人变

成一个社会人。个体实现社会化是个特别长的过程。10、再

社会化问题：个体社会化还存在改造和重建的问题。个体从



一种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或工作方式向另一种方

式迅速转变与适应的过程，称为再社会化问题。11、社会角

色：是指个体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中所处的地位、

身份，而根据这种社会地位、身分，规定了这个个体应该具

有的心理和行为。12、角色期望：现实生活中的角色是由社

会及其相应的文化规定的，人们正是根据个体的社会角色对

他抱一定的期望，称之为角色期望。13、角色冲突：因为现

实生活中的个体处在角色网络包围之中，不容易满足各方对

自己的角色期望，往往由此产生内心矛盾冲突。这种由角色

引起的冲突叫角色冲突。14、角色网络：个体所担任的多种

多样的丛杂的社会角色构成网络，被称为角色网络或角色丛

。15、皮克马利翁效应：心理学家罗森塔尔研究了教师对学

生的期望对学生的成绩所产生的影响，这种效应称为皮克马

阿利翁效应。16、性别角色：社会认为适合于男性或女性的

一套行为、兴趣和思想方式。17、自我：在心理学中就是指

个体对自己存在的觉察。觉察是一种心理经验，是一种主观

意识，故心理学中讲自我就是讲自我意识，两者是同义语。

在我们的经验中，觉察到自己的一切而区别于周围其他的物

与其他的人，这就是自我，就是自我意识。18、自我评价：

指个体对它自己的判断，是一个人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心理的自我阶段是自我意识发展的最高阶段。19、社会动

机：是指这些动机都具有社会的意义和性质，它们是推动个

体具有某种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原因和力量。20、需要和

需求：是个体在生活中缺乏某种东西在人脑中的反映。这缺

乏些什么叫需求，它既包括生理的方面，也包括社会的方面

。需求是客观的，需要则是主观的，是对客观需求的一种主



观映象，一种主观意识。21、内部动机：指人们对活动本身

感兴趣，由于活动能使人们获得满足，活动本身就是人们自

己的奖赏与报酬，无需外加的奖赏。22、外部动机：指那种

不是由活动本身引起而是由与活动没有内在联系的外部刺激

或原因诱发出来的动机。23、挫折：是一种主观感觉，它是

在个体动机不能获得满足时，在个体通向目标的道路上遇到

障碍而感到灰心丧气的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24、侵犯：是

个体的行为，也称侵犯行为，这种行为涉及个体对他人的伤

害和危害。凡是侵犯行为都指有意图的伤害或危害他人的行

为。侵犯行为是有目的的行为，是有明确动机所驱使的。表

现在行为、语言上。25、利他：恰好与侵犯相反，是为了使

别人获得方便与利益，而不图报的助人为乐的行为，出于自

觉自愿的一种利他精神的有益于社会的行为。26、感觉和知

觉：感觉专指人对外物现象个别属性的认识，知觉是指人对

外物现象的整体的认识；知觉的整体性和理解性是知觉的两

大重要特征。27、社会知觉：心理学术语，指具有社会意义

的那种知觉，而社会意义是离不开人的，所以社会知觉也称

人知觉、对人知觉、人际知觉，包括个体自我的知觉，对群

体成员和群体本身的知觉。28、社会认知：主要是指对他人

表情的认知，对他人性格的认知，对人与人关系的认知，对

人的行为原因的认知。29、首因效应：在人们交往中这种比

较重视最先得到的信息，据此对别人下判断，而在最初的印

象形成之后，人对后来的信息就较不重视的现象，称为首因

效因。30、近因效应：在与他人接触中，对初交者形成印象

，所依据的材料往往在时间上有一定间隔，因而材料出现的

次序对于印象形成作用不大相同。人都根据间隔段后面的材



料形成印象，这种现象称为近因效应。31、第一印象：在与

陌生人交往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有关对方的最初印象称为第

一印象。第一印象并非总是正确，但却总是最鲜明、最牢固

的，并且决定着以后双方交往的过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