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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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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心

理学的性质和类别l、社会心理学与生理心理学一起构成心理

学两大基础与支柱．分别从生物自然属性与社会制约性来阐

明人的心理所依据的基础与基本原理。 2、社会心理学是心

理学中偏向社会性质的分支领域。3、SSP指社会学的社会心

理学，PSP指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第三节 社会心理学的研

究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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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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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两个变量之

间的关系，既可能是相关关系，又可能是因果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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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度不一定意味着有效度。6、社

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分为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和档案研

究法。（大致了解其优缺点）（1）观察法的优点：在于它的

现实性，它主要研究在现实生活条件下自然发生的过程，并

可以在长时间内进行，因而能得到有关行为发生顺序和发展

过程的资料。缺点：对自变量缺乏控制，难于得出因果关系



的结论；同时由于被试者主观意识到他们是被观察者，在行

为表现上可能有所不同，而研究者的主观童识也易于影响观

察过程和观察结果。（2）实验法的优点：对实验情景的控制

程度高，因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清楚、明

确。缺点：使用这种方法时，实验情境和实验者对被试的影

响，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更加突出，需要小心处理；实验情

境与生活现实距离过远，使研究结果往往缺乏概括力。 （3

）调查法的优点：直截了当，针对性强。问卷法比访谈法更

经济，更省时，可以同时收集到大量的信息，结果也有较大

的概括性。缺点：主要问题在准确性上，被试者回答问题可

能发生有意无意的偏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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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档案研究法的优

点：跨越时间空间，有些纪录可追溯到几百年，这是其他方

法难以胜任的。缺点：是受现有材料的局限，而且材料的准

确可靠性如何也难以断定。第四节 现代心理学与西方社会心

理学（了解）现代心理学始建于1879年，以德国教授冯特在

莱比锡大学建立心理学实验室为重要里程碑。第五节 学习社

会心理学的意义1、学习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意义，社会心理学

的研究对于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足以提供丰富的科

学理论与实际资料，使它更加充实，更加具体化，因而使人

们能更好地理解它，掌握它，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理论认识和

哲学水平。 2、学习社会心理学的实践意义，社会心理学研

究人们对人的知觉、对自我的知觉和人际交往。它所揭示的

规律，对于理解他人、认识自我和正确地与人交往提供了分

析的理论、评价的标准和相处的原则，是个人提高自我修养

，加强自我教育，协调人际关系，改进社会风气的有益的帮



助。第二章 个体的社会化第一节 什么是个体的社会个体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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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个体社会化的机制个

体社会化的机制有：依从、认同、内化。依从基于强化的原

则，自居基于“榜样人物”的吸引。第三节 个体社会化的内

容1、个体从出生到成熟，社会化的内容有哪些？（个体的继

续社会化指什么？）个体从出生到青年成熟期，可以称之为

社会化的初步形成阶段。这个阶段社会化的内容：（1）首先

，是要求个体掌握作为社会成员应具备的生活基本知识与技

能，使个体学会独立自理，为参加社会生活做必要准备；（2

）其次，是要求其掌握有关行为规范、准则，根据个体所处

的周围的社会环境，学习相应的礼貌、公德以及与人交往应

遵循的原则；（3）第三，是培养个体的社会责任感，懂得做

一个孩子、学生或少先队员等的不同社会责任；（4）第四，

树立面向未来的生活目标，要求个体明确自己“长大了干什

么？”要求个体学会思索和想象自己今后将挑起的社会担子

，它超出了个体当前所肩负的职责，属于对理想的确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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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的过程中遇到的社会化问题，或可称为再社会化问题。

它不同于个体社会化的继续发展。特点：第一，它不是在个

体原有社会化基础上按照同一个方向进一步发展，而要求实

现改向转变；第二，这种转变又是非常迅速的一种转变，而

使个体在实现这一社会化转变过程中显得特别难于适应。第



四节 个体社会化的结果社会角色的获得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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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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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