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密 ★ 考试结束前

浙江省2016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社会心理学(二)试题
课程代码:02047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

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

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一旦我们对另一个人形成了一个大体的印象后,我们往往会按照这个印象去评估他的其他

特征,这一现象称作

A.优先效应 B.新近效应 C.中心特征 D.晕轮效应

2.以下属于认知理论的是

A.归因理论 B.社会交换理论 C.角色理论 D.场理论

3.在人们自愿从事某项需要努力的情景中,从事一项活动所付出的努力越多,个体知觉这些活

动越有价值,认知失调研究范式中可以用来解释这种现象的是

A.诱导服从范式 B.努力正当理由范式

C.不足阻碍范式 D.自由选择范式

4.个体因诱导行为与自己的价值系统相一致而自觉地接受影响,使之纳入自己的态度体系,称

之为

A.顺从 B.服从 C.认同 D.内化

5.海德指出人们在对他人进行归因时往往更看重行为信息而低估或忽略所处情景的重要性,

这是一种

A.自我服务偏差 B.自我中心偏差

C.基本归因错误 D.显著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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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指人际吸引中的

A.类似性 B.互补性

C.物理距离的接近性 D.交往的频率

7.我们在他人在场的情景下对事件进行解释时,最先受到的影响是

A.评价性理解 B.规范性影响 C.信息性影响 D.责任分散

8.初中一年级的李明非常想去网吧上网,但是由于纪律约束而没有去,后来他发现班里有些人

偷偷去上网,于是他也跟着去了,这种现象称之为

A.顺从 B.服从 C.行为传染 D.遵从

9.当你在教室的固定座位被他人占着时,你心里会不舒服,并打算下次早点来教室控制你的座

位,这种领域形式是

A.主要领域 B.次要领域 C.公开领域 D.私密领域

10.根据群体成员关系的亲密程度,可以把群体分为

A.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 B.大型群体和小型群体

C.主要群体和次要群体 D.成员群体和参照群体

11.根据凯利的归因协变原则,高度的实体特异性会促使人们进行

A.控制源归因 B.内在归因 C.平衡归因 D.外在归因

12.下列属于正式群体的是

A.集邮爱好者 B.班级 C.同乡会 D.业余歌咏队

13.作为群体讨论的结果,群体成员具有朝更加极端的观点转移的倾向,这种现象称之为

A.社会懈怠 B.小群体意识 C.群体极化 D.社会抑制

14.个体通过他的态度来保护自己和自我形象,这体现的是态度的

A.自我防卫功能 B.表达功能 C.调节功能 D.知识功能

15.为了推销产品,促销人员往往使顾客承诺一部分小小的任务或做点小小的事情,一旦顾客

承诺了,使顾客采取下一步行动就比较容易办到,这种现象称之为

A.优先效应 B.登门槛效应 C.新近效应 D.先大后小效应

16.行动者制造了一个做出实际成绩必然遇到的非常真实的障碍,如果失败,人们不会把失败

归因于行动者的能力,而是归因为外在的因素。这种现象是自我归因中的

A.自我障碍 B.习得的无助 C.观察者效应 D.安慰剂效应

17.以下关于助人行为和利他行为的说法不正确
踿踿踿

的是

A.同情和内疚有利于引起利他行为

B.个体做出承诺会影响利他行为

C.消极的心境总会阻碍助人行为

D.利他行为是赢得社会赞同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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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体关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得益,而不在乎其他人得益多少,不关心他人做

得好坏,这类人可称为

A.竞争者 B.合作者 C.个人主义者 D.平均者

19.社会心理学中“助人行为和侵犯行为”所属的研究领域是

A.群体心理 B.人际交往 C.个体心理 D.环境心理

20.协商或讨价还价是减少冲突的一种方式,讨价还价的最佳策略是

A.开始做出小小的让步,然后采取强硬的立场

B.只做出小小的让步

C.只采取强硬的立场

D.开始采取强硬的立场,然后做出小小的让步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

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21.下列属于影响领导者效力的情景因素的有

A.领导者与群体的关系 B.任务结构 C.领导者智力

D.领导者成就动机 E.领导地位的固有权力

22.根据认知失调理论的观点,通常人们减少失调的方法有

A.改变认知 B.改变动机 C.改变态度

D.改变重要性 E.增加认知

23.沙赫特和辛格认为,在情绪归因中,组成情绪的两个因素是

A.生理激起 B.认知标签 C.表情

D.刺激情景 E.外显行为

24.下面关于侵犯行为的说法正确的是

A.侵犯可以是一种行为形式,也可以是一种情绪或态度

B.侵犯行为是有意的

C.个体做了试图伤害对方的行为但没有成功也算侵犯行为

D.受害者有着避免侵犯行为的动机

E.种族歧视是一种侵犯行为

25.在影响态度改变的沟通中,可以提高沟通者可信性的主要内容包括

A.沟通者的专长或权威

B.沟通者的口才

C.听众对沟通者的动机或意图的信赖程度

D.沟通者的外表

E.沟通者的身体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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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判断改错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4分,共16分)

判断下列各题,在答题纸上正确的打√,错误的打×,并改正。

26.梅加吉发现极度暴力的罪行一般都是由“控制不足侵犯性型”的人犯的。

27.当一个人或者群体的权力比其他两方的联合权力还要大时,容易出现合作。

28.罗特的控制源理论是一个归因理论,也是一种个性理论。

29.孤独所产生的痛苦与孤独的时间呈线性关系。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6分,共24分)

30.简述影响利他行为的情景因素。

31.举例说明个人内部冲突的形式。

32.简述人际吸引的定义及影响因素。

33.简述影响群体吸引力的因素。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10分,共30分)

34.试述行动者与观察者归因的区别及其心理机制。

35.试用例子解释有关偏离和独立的理论。

36.试述态度的组成成分及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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