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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0/2021_2022__E5_AF_BC_

E6_B8_B8_E5_A4_9A_E7_c34_40073.htm 小王发现团里的客人

明显地分成了三群。其中一群是年纪比较大的游客。另一群

都是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可还有一群，也是三群当中最大

的一群，其中有老师，有工人，有机关干部，有街道的大妈

，有建筑队的包工头，也有自由职业者⋯⋯小王左看右看，

也看不出这一群人究竟有什么共同点。 在火车上，小王有意

走进这最大的一群，想了解一下他们为什么愿意聚在一起。

小王发现，这一群游客喜欢讲故事，也喜欢听故事，而故事

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妖魔鬼怪。有的游客把鬼故事讲得有鼻子

有眼，就像真的一样，连小王这样走南闯北的导游员都听得

毛骨悚然。小王心想：难道他们就是因为这些妖魔鬼怪的故

事而聚在一起成为一群的吗?他有点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了。 在

团队游览了丰都鬼城以后，小王问他们：“鬼城也看了。你

们还要在一起讲鬼故事吗?”这群客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不说话，其中一位小姑娘却开口了：“我们喜欢鬼，我们就

是喜欢听鬼故事!” 分析 本案例讨论旅游团中归属需要的特

点。 归属需要，是指每个人在感情上都具有自己归属于一定

群体的社会需要，希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与他人保持有意

义的联系，并得到群体的认同、关心和帮助。 在原永久居住

地的社会组织中，由于人们长期在固定的社会空间中生活，

社会关系稳定，归属指向的群体非常明确，像家庭、单位、

朋友等等。旅游团是一种以经济功能为基础的、临时性的社

会组织，不能成为旅游者归属的目标。旅游者社会心理上的



归属需要，要由他们自己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来寻求满足。 由

于相处的时间短暂，旅游者之间不可能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

了解，不可能根据对深层次品质的全面认知来相互认同，只

能根据一些表面的、容易辨别的线索(例如，社会标签，情绪

共鸣等)来实现相互认同。从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心理活动来

看，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是表层的、容易使人们彼此认同的

认知线索。在本案例中，有鼻子有眼的鬼故事特别使在场的

人产生共同的情绪反应和情绪体验(惊奇、害怕等等)，这种

情绪上的“共鸣”就使他们愿意聚在一起。 情绪反应和情绪

体验会干扰人们认知活动。当人们有较强的融于一体的要求

时会伴随着较高的情绪强度。人际感知都会因为较高强度的

情绪活动而变得钝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容易忽视彼此

之间存在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差异。例如本案例中那些喜欢鬼

故事的旅游者，似乎只有“都喜欢鬼，都喜欢听鬼故事”才

是最重要的，别的都不那么重要了。 旅游者出于归属的需要

，彼此寻求共同点而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一个的“群”，

这就是“旅游团亚群体”的雏形。如果他们相互的认知继续

深化，明确意识到“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之处，“旅游

团亚群体”就会逐渐走向成熟。成熟的亚群体之间的对抗会

严重地破坏旅游计划的执行。 注：“旅游团亚群体”请参见

案例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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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