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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10_E6_c67_215475.htm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的四个备

选答案中，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并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题

干的括号内。每小题1分，共10分) 1.社会心理学发展历史中

的积累阶段指的是( ) A.公元前4世纪～公元18世纪中叶 B.公元

前4世纪～公元19世纪中叶 C.公元18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 D.

公元19世纪中叶～20世纪20年代2.精神分析理论对社会心理学

最主要的贡献在于( ) A.个体社会化 B.性欲说 C.家庭的本质 D.

群体心理学3.要从态度预测行为，有几个条件，其中一个条

件是( ) A.社会环境 B.个人的特征 C.最突出的态度 D.情感性4.

认知失调中的诱导服从研究是由( )作的。 A.巴克和弗斯汀格

B.艾宾浩斯和卡尔斯密斯 C.巴克和卡尔斯密斯 D.弗斯汀格和

卡尔斯密斯5.归因指的是( ) A.一个观察者根据外在的行为作

出有关行动者或他本人的内部状态的推论过程 B.一个观察者

根据内在的行为作出有关行动者或他本人的外部状态的推论

过程 C.一个观察者根据外在的行为作出有关行动者的内部状

态的推论过程 D.一个观察者根据外在的行为作出有关本人的

内部状态的推论过程6.贝姆提出了( ) A.自我知觉理论 B.归因

理论 C.控制源理论 D.社会知觉理论7.人际吸引的认知理论是

由( )提出来的。 A.海德 B.阿伦森 C.纽科姆 D.戴维斯8.侵犯行

为是( ) A.间接达到伤害生命个体欲以避免的目的的任何形式

的意向 B.直接达到伤害生命个体欲以避免的目的的任何形式

的行为 C.间接达到伤害生命个体欲以避免的目的的任何形式

的动机 D.直接达到伤害欲以避免的生命个体目的的任何形式



的行为9.利他行为是指( ) A.一种对他人无私帮助行为 B.一种

自觉自愿、有益于他人的行为 C.一种不期望任何形式报答的

、有益于他人的行为 D.一种不期望任何形式报答的、自觉自

愿的有益于他人的行为10.遵从是指( ) A.由于群体在行为或态

度上的改变，这种改变是真实的或想象的群体压力的结果 B.

由于群体成员行为或心理上的改变，这种改变是真实的或想

象的群体压力的结果 C.由于群体而产生成员行为或信念上的

改变，这种改变是真实的或想象的群体压力的结果 D.由于群

体而产生成员行为或态度上的改变，这种改变是真实的或想

象的群体压力的结果二、多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的五个备选答

案中，选出二至五个正确的答案，并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分别

填在题干的括号内，多选、少选、错选均不得分。每小题2分

，共10分)1.冲突的形式分为( ) A.个际竞争 B.人际冲突 C.群体

间的冲突 D.个人内部的冲突 E.社会关系的冲突2.群体具有的

共同特征( ) A.共同的目标 B.存在沟通 C.相对的稳定性 D.有意

识的认识 E.互相依赖性3.沙赫特总结了有关孤独的报告，认

为孤独与下列因素有关( ) A.与时间不是线性关系 B.是否有动

物 C.梦与幻觉 D.思维 E.健康4.在弗洛伊德的个性学说中，认

为个性由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是( ) A.本能 B.自我 C.本我 D.

他我 E.超我5.非遵从行为的形式包括( ) A.反模仿 B.独立 C.偏

离 D.行为传染 E.模仿三、名词解释(每小题4分，共20分) 1.社

会情景因素 2.角色期望 3.自我实现预言 4.激动转换理论 5.社会

责任规范四、简述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1.为什么类似性与

专家(或权威)都能有效地改变态度? 2.群体对个人压力的形式

及内容。 3.完成群体的整体性任务必须要具备哪些条件? 4.说

说领域性的主要功能。 5.社会化及其机制五、论述题(每小



题10分，共30分) 1.为什么说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社会学是

相互交叉，但又不能代替的? 2.小群体意识有何危害，如何防

止小群体意识的产生? 3.如何理解认知失调理论对儿童教育的

作用? 参考答案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1分，共10分) 1.B 2.C

3.C 4.D 5.A 6.A 7.C 8.D 9.D 10.C二、多项选择题(每小题2分，

共10分) 1.BD 2.ABCDE 3.ACD 4.BCE 5.AB三、名词解释(每小

题4分，共20分) 1.社会情景因素 ①社会情景个人和群体所处

的具体的微观环境； ②社会情境因素包括三类：1、真实的

情境；2、想象的情境；3、暗含的情境。 2.角色期望 ①普通

的他人对拥有特定角色的某人或某群体 ②应该表现出来的 ③

恰当行为的 ④期望。 3.自我实现预言 ①人们能够使其他人 ②

按照人们对这些人的期望 ③来行动。 4.激动转换理论 ①已经

愤怒了的人 ②如果由于某些其他来源而被进一步激起， ③那

么这个人会把后来加进来的激起归因为愤怒， ④从而会感到

更为愤怒，因而也更具有侵犯性。 5.社会责任规范 ①我们对

于需要帮助的人负有社会责任 ②我们应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四、简述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1.①这就是对类似于我们

的人，我们常常有一种认同的倾向，把他们看作是“自己人

”。类似性会导致吸引和喜欢，对我们具有吸引力的人与不

具有吸引力的人相比，前者所传递的沟通更具有说服力。 ②

专家或权威之所以能导致人们的态度改变是因为人们注意了

专家的辩论，并且对它们作了一番认真的考虑。良好的论证

对于专家的说服性来说是一个关键。 ③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

，其基本机制是类似的沟通和专家分别触动了态度中的某一

成份。态度中有认知成份，专家促使我们考虑事实。而类似

的或喜欢的人促使我们考虑评价，触动了态度中的情感成份



。 2.①当我们依赖于其他人获得社会信息时，他们就获得一

种权利来影响我们的行动或态度。这些人具有对我们的信息

性压力，并且，因为我们需要他们提供信息，所以我们服从

他们。 ②除了具有信息性影响的能力之外，群体还能够利用

“规范性社会压力”来说服个体遵从。规范性社会压力指的

是“服从其他人的积极期望的一种影响力。”群体可以用拒

绝或否定的强化来惩罚不愿遵从者。 3.对于一个群体来说，

要很好地完成整体性任务，要满足几个条件。 ①第一，群体

成员必需具有完成任务的能力； ②第二，群体成员必需具有

完成这些任务的足够的动机，也就是说，他们是愿意完成这

些任务的； ③第三，群体成员必需知道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

，并且能及时地获得有关他们成绩质量的反馈。 4.①领域性

有助于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组织。有助于减少潜在的人际冲

突，有助于维持长期的亲密关系。 ②领域性有助于个体保持

独处。有助于个体避免不良的外在环境，有助于个体进行反

省等活动。 ③最后一个人类领域性行为的功能类似动物的防

卫性功能，人们把它称为“优先居住效应”。一般来说，我

们在自己的领域内会干得较好。 5.社会化及其机制 ①一个人

学习一系列社会意义上来说是重要的行为的过程称为社会化

。社会化是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社会成员表现出来的

潜能或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是社会团体所应用的压力。社

会化在塑造有观点，有态度，有社会认知过程的人这一方面

起着关键作用。 机制有两个： ②1、内化：社会上极大多数

人把这些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则作为自己的规则，凭借这些

规则来行动这个过程就叫内化。简单地说，内化就是接受外

界加于的规则而作为内在标准，用这些标准指导我们的行动



。 2、认同：认同定义为个体由于欣赏某人或某些人所表现

出来的行为或态度从而采纳他人的行为或态度的一个过程。

五、论述题(每小题10分，共30分) 1.(1)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

的关系。 ①社会心理学是从普通心理学中产生，是普通心理

学许多世纪发展的结果。因此社会心理学是心理科学体系中

的一个领域，一个分支，这是无可置疑的。(观察、实验、问

卷等等)。某些社会心理现象在普通心理学规律基础上才能更

深入地理解。 ②社会心理学与普通心理学有着很重要的区别

，这就是交往。作为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就是人们的直接交

往。注重社会条件或社会联系的影响是社会心理学与普通心

理学的区别之所在。 (2)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①社会

心理学与社会学有着共同的地方，首先，它们在指导理论和

方法论上的统一，即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之下

。 ②其次，它们都研究意识。不仅社会的心理、日常意识，

而且社会意识的理论形态都能够，而且应该成为社会学、社

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③但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对象毕竟有着很大的区别。 社会学家用社会客观规律、经济

范畴、大型社会群体的影响，以及社会存在，阶级和意识形

态立场来解释各种事实、现实。因而比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有

更高的概括水平。 与此相对照的是，对社会心理学而言，社

会心理联系有明显的直接性质。社会心理学有自己的特点，

自己的现象和规律，它们最明显地表现在个体间的交往、小

群体、集体的特性上。 2.(1)小群体意识是群体的一种特定思

维方式，指的是为了维持群体表面上的一致，而阻碍了对问

题的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和行动方案作出实事求是的和准确

的评价，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 (2)小群体意识有数种表现。



一种是，群体成员会把自己的群体看成是不可战胜的，是不

会犯错误的。第二种表现是，产生了一种称之为集体的合理

化。第三、群体会认为自己的群体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在道

义上也是优越于其他群体的或其他人的，而把不赞成群体观

点的人看成是不辨是非的，邪恶的，或低一等的。 由于小群

体意识使得群体限于少数几个方案的讨论，又不能很好地听

取反面意见，压制了成员的创新精神，因此，群体会作出拙

劣的决策，对绩效造成损失。 (3)对于小群体意识，心理学家

提出了一些防止的办法。 ①欲想避免小群体意识的群体应当

鼓励成员公开质询和提出怀疑，要求参与者尽可能地清晰和

合乎逻辑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②可把群体分成小组，让小组

对问题先进行独立的讨论，任何最后的决定，应在讨论小组

的建议的基础上形成。 ③第三，一旦达成了某种决策，应当

有第二次讨论的机会，在第二次讨论时，要求成员表达任何

对决策的意见，这样有助于减轻群体成员对于遵从和一致的

压力。 3.(1)不足阻碍研究认为，当我们用温和的劝告时，儿

童的已有态度同行为产生失调，已有的态度会得到改变，从

而使我们教育儿童所应当树立的正确态度得到内化。这方面

的研究结果，不仅对于我们理解儿童内化态度有着重要意义

，而且启发我们在儿童教育方面不能采取粗暴的、严厉威胁

，甚至打骂的方法。否则其结果适得其反，不利于转变儿童

的消极态度，而循循善诱，耐心说服方法更为有效。 (2)认知

失调的诱导服从研究告诉我们，当完成与原有态度相反的某

一特定行为的诱因是较小或较弱时，个体往往会体会到认知

失调，表现出一种与行为相一致的态度。用认知失调理论的

语言来说，一种小的诱因是解释行为的不充分的理由。然而



当诱因过大，或得到过分的奖励，这种诱因便成为行为的过

分的充分理由，从而产生较小的认知失调，不利于原有态度

的转变。 (3)在过分的充分理由存在的情景中，当诱因过大，

或得到过分的奖励可能会破坏一种重要行为的内在价值。如

果儿童知道很流利地朗读课文会获得一本新书，或做好一次

作业会获得一样玩具作为奖励。这种增加的诱导物很可能成

为完成行为的一种充分理由，会使他们把行为归因于外在的

奖励，从而削弱了对学习本身的兴趣，不利于对原有消极态

度的改变。当外在的奖励撤消了，引发原先行为的过分的充

分理由会削弱产生继续这种行为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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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