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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单选题 

 

1 、根据霍兰德的观点，社会心理学的形成

期是在（）。 

经验描述阶段 

 

2 、社会行为公式 B=f(P,E)中，B指（）。 

行为 

 

3 、社会行为公式 B=f(P,E)中，P指（）。 

个体 

 

4 、社会心理学经验描述阶段的特点是在（）

的基础上，对人类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进

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 

观察 

 

5 、勒温认为要理解和描述行为，必须同时

考虑人和其（）。 

所处的情境 

 

6 、社会行为是由（）引起，并对社会产生

影响的反应系统。 

社会因素 

 

7、社会行为公式 B=f(P,E)中，E 的含义是

（）。 

个体所处的情景 

 

8 、麦独孤（W.McDougall）用（）来解释

人类的社会行为。 

本能 

 

9 、社会学习论的理论根源是（）。 

行为主义 

 

10 、与人本主义心理学关系最不密切的概

念是（）。 

观察学习 

 

11 、性别表示男女在（）。 

人格特征方面的差异 

 

12 、由他人的判断所反映的自我概念，成

为（） 

镜我 

 

13 、自我概念比真实自我对个体的行为及

人格有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是（）的观点。 

C·罗杰斯 

 

14 、不属于社会化的载体的是（）。 

意识 

15 、企业家属于（）的社会角色 

功利型 

 

16 、自我概念（self）是指（）。 

人如何看待自己 

 

17 、自我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理三个

阶段，即（）。 

从生理自我到社会自我，最后到心理自我 

 

18 、角色承担者不得不退出舞台，放弃原

有角色，这属于（） 

角色失败 

 

19 、由他人的判断所反映的自我概念，是

（）。 

镜我 

 

20 、现实生活中，个体要被他人、公众与

社会所接受，其行为表现必须符合社会对他

的（）。 

角色期待 

 

21 、全部社会化的前提是（）。 

语言社会化 

 

22 、詹姆士的自尊公式是（）。 

自尊=成功/抱负 

 

23 、自尊是个体对其（）进行自我评价的

结果。 

社会角色 

 

24 、第一印象的作用机制是（）。 

首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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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形成总体印象时，不仅考虑积极特

征与消极特征的数量与强度，而且从逻辑上

判断各种特征的重要性，这是（）。 

加权平均模式 

 

26 、根据凯利的三维理论，如果特异性高、

共同性和一致性低，那么人们往往归因于（）。 

情境 

 

27 、光环效应是一种（）的现象。 

以偏概全 

 

28 、人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网络称为（）。 

图式 

 

 

29 、在印象形成过程中，个体把各种具体

信息综合后，按照保持逻辑一致性和情感一

致性的原则，形成（）。 

总体印象 

 

30 、“集体潜意识”概念是（）提出来的。 

荣格 

 

31 、刻板印象使人的社会知觉过程简化，

因此它具有（）的作用。 

社会适应 

 

32 、在有限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刻板印象

往往具有（）的作用。 

消极 

 

33 、个体以一定方式去影响他人对自己的

印象是（）。 

印象管理 

 

34 、社会知觉是个体对他人、群体以及（）

的知觉。 

自己 

 

35 、当事人和观察者对当事人行为原因的

解释往往有明显的不同，这表明（）影响归

因过程及其结果。 

社会视角 

 

36 、对可控因素的归因，使人们更可能对

行为做出（）的预测。 

变化 

 

37 、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人

或者人群称为（）。 

重要他人 

 

38 、某些人认为个体生活中多数事情的结

果是个人不能控制的各种外部力量的作用

造成的，这种人被称为（）。 

外控者 

 

39 、根据凯利的三维归因理论，如果一个

人的行为存在特异性低、共同性低、一致性

高的情况，就在有可能被归因于（）。 

行为主体 

 

40 、时间会影响归因，人们会对过去许久

的事情，倾向于解释为（）的原因。 

背景 

 

41 、关于利他行为，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他人在场，往往会产生社会助长效应，对利

他行为有积极影响。 

 

 

42 、羞耻是一种（）的社交情绪。 

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 

 

43 、动机强度和活动效率的关系大致是（）

型曲线。 

倒 U 

 

44 、在群体活动时，个体的侵犯性一般会

（）。 

增加 

 

45 、个体认为自己对实际的或者想象的罪

行或过失负有责任，而产生情绪体验是（）。 

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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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利他行为中有一现象称为“旁观者效

应”，其意思是（）。 

他人在场对利他行为有负面影响 

 

47 、根据研究，每种活动都存在最佳的动

机水平，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最佳动机水

平有（）的趋势。 

逐渐降低 

 

48 、一般情况下，自我控制能力和个体的

侵犯性之间的关系是（）。 

负相关 

 

49 、态度的 ABC模型中，B指（）。 

行为倾向 

 

50 、态度转变是在沟通信息与接收者原有

态度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发生的，对于威信低

的传递者，要引发最大的态度转变量，这种

差异应该（）。 

适中 

 

51 、信息如果能唤起人们的畏惧情绪，一

般有利于说服。畏惧和说服之间是（）关系。 

倒 U型曲线 

 

52 、态度的各个成分之间不协调时，（）往

往占有主导地位。 

情感成分 

 

53 、人际关系深度的一个敏感的“探测器”

是（） 

自我暴露程度 

 

54 、个体对特定态度对象的卷入程度，反

映的态度属性是（）。 

深度 

 

55 、个体对特定对象的总的评价和稳定性

的反应倾向是（）。 

态度 

 

56 、 海德的态度转变理论是（）。 

平衡理论 

 

57 、在态度的成分中，起主导作用的是（）

成分 

情感 

 

58 、一般来说，最能准确反映人的内心状

况的身体语言形式是（）。 

目光 

 

59 、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面部表情和实际的情绪状态一致 

 

60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在沟通与交往中建

立起来的直接的（）的联系。 

心理上 

 

61 、态度倾向于某一特定方向的程度指的

是态度的（）。 

强度 

 

62 、根据安德森的研究，影响人际吸引最

重要的人格品质是（）。 

真诚 

 

63 、（）是个体与他人之间情感上的相互亲

密的状态，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肯定形式。 

人际吸引 

 

64 、在人际吸引的影响因素中，可视为相

似性的特殊形式的是（）。 

互补 

 

65 、“对肯定自我价值的他人，个体对其

认同和接纳”，这一现象表明人际关系遵守

（）。 

自我价值保护原则 

 

66 、一般来说，人在（）时，情感体验最

为深刻。 

身体接触 

 

67 、在一项试验中，给被试呈现一组他人

的面部照片，照片被呈现的次数不同，结果

发现，照片呈现次数越多，被试越喜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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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人际吸引受（）的影响。 

熟悉 

 

68 、一般来说，最能吸引人的人格品质是

（）。 

真诚 

 

69 、一般情况下，最让人反感的人格品质

是（）。 

虚伪 

 

70 、“体语”不包括（） 

社会距离 

 

71 、从众是一种（）接受群体影响的方式。 

被动地 

 

72 、在有人陪同的活动中，个体会感到社

会比较的压力，从而提高工作或活动效率，

这是社会促进中的（）。 

结伴效应 

 

73 、下列说法中，不符合塔尔德观点的是

（）。 

个体对外域文化及其行为方式的模仿，总是

优于对本土文化及其行为方式的模仿 

 

74 、在“吃大锅饭”的单位，最容易产生

的现象是（）。 

社会懈怠 

 

75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是一种

社会（）现象。 

助长 

 

76 、关于暗示，错误的说法是（）。 

总的来说男性和女性在易受暗示性方面没

有差异 

 

77 、人际吸引的最强烈的形式是（）。 

爱情 

 

78 、由夫妻和一对已婚子女组合而成的家

庭是（）。 

主干家庭 

 

79 、关于爱情的描述，不正确的是（）。 

幼儿也有爱情 

 

80 、婚姻关系的本质在于它的（） 

社会性 

 

二 、多选题 

1 、G·奥尔波特认为，个体的思想、情感

和行为会受他人存在的影响，他人存在形式

包括（）。 

现实的存在 

想象的存在 

隐含的存在 

 

2 、自我概念的功能包括（）。 

决定期待、解释经验、保持个体内在一致性 

 

3 、个体社会化的主要载体包括（）。 

家庭 

大众传媒 

学校 

 

4 、角色失调包括（）。 

角色冲突 

角色失败 

角色不清 

 

5 、按角色获得的方式可将角色分为（）。 

先赋角色 

成就角色 

 

6 、自尊需要包括（）。 

对成就、优势与自信等的欲望 

对名誉、支配地位、赞赏的欲望 

 

7 、人们往往对自己的失败外归因，这属于

一种（）。 

自我价值保护倾向 

动机性归因偏差 

 

8 、挫折——侵犯学说的要点包括（）。 

侵犯强度同目标受阻强度呈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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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侵犯的力量与该侵犯可能受到的惩罚

强度呈正比 

如果挫折强度一定，预期惩罚越大，侵犯发

生的可能性则越小 

 

9 、人们常用自我防卫策略来弱化说服信息

的影响，这样的策略包括（）。 

贬损来源 

歪曲信息 

论点辩驳 

 

10 、霍夫兰德（C·Hovland）态度转变模

型包含的要素有（）。 

信息 

背景 

 

11 、“人际关系的三维理论”的“三维”

包括（） 

包容需要 

支配需要 

情感需要 

 

12 、沟通的结构要素包括（） 

信息、反馈、通道 

13 、关于社交焦虑，下列说法中正确的包

括（） 

是一种与人交往的时候，觉得不舒服、不自

然、紧张，甚至恐惧的情绪体验 

社交焦虑是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 

为了回避导致社交焦虑的情境，个体通常是

减少社交，选择孤独的生活方式 

 

14 、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个体归因

时遵循的主要原则包括（） 

不变性原则 

折扣原则 

协变原则 

 

15 、在态度转变的 P-O-X模型中，（）则系

统处于平衡状态。 

如果三种关系都是肯定的 

如果三种关系中两种是否定的，一种是肯定

的 

 

16 、社会懈怠的主要原因包括（）。 

被评价的焦虑减弱 

责任意识降低 

 

17 、塔尔德的模仿律包括（）。 

下降率 

几何级数率 

先内后外律 

 

18 、从众行为的原因有（）。 

寻求行为参照 

对偏离的恐惧 

群体凝聚力 

 

19 、一个人要与周围的人建立良好的人际

关系，应遵循的原则包括（）。 

相互性原则 

平等原则 

交换性原则 

自我价值保护原则 

 

20 、下列属于现实沟通的包括（） 

亲人通过电话交流 

面对面谈判 

同学通过网络聊天室聊天 

 

21 、身体语言包括（）。 

面部表情 

身体姿势 

妆饰 

人际距离 

22 、互补对于人际吸引是重要的，互补的

形式主要有（）。 

社会角色的互补 

需要的互补 

人格特征的互补 

 

23 、态度测量的主要方法包括（）。 

量表法 

投射法 

行为反应测量法 

 

24 、态度的特点包括（）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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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性 

针对性 

 

25 、影响成就动机的因素不包括（）。 

抱负水平 

出生顺序 

 

26 、个体侵犯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 

道德水准 

情绪唤起水平 

社会角色 

 

27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包括（）。 

恐惧越强，亲合倾向越强 

焦虑越强，亲合倾向越弱 

 

28 、亲和的作用包括（）。 

获得信息 

减轻心理压力 

避免窘境 

 

29 、印象形成的中心品质模式认为，人们

经常仅仅根据对象的几个（）特征对其形成

总体印象。 

对个体意义大 

重要 

 

30一般来说，近因效应容易在（）的人之间

产生。 

熟悉 

亲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