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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前

2023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社会心理学(二)试题
课程代码:02047

　 　 1.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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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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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 　 　 　 是在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成熟时期出现的研究领域。

A. 归因研究 B. 认知失调理论 C. 遵从 D. 态度

2. 关于社会心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下列描述不
∙

正确的是

A. 档案研究能使人们对前一阶段内事物发展的趋向进行考察

B. 观察法是属于现场研究的方法

C. 著名的津巴多监狱实验采用的是现场实验方法

D. 调查是一种询问的研究技术,常通过访谈法和问卷法来进行

3. 一位资深教师告诉你一个观点“调皮的学生学习成绩较差”,并提供数据来证明,当他问到

你对此观点的态度时,你会表现出朝他所讲的方向上转移,这可用　 　 　 来解释。

A. 代表性启发式 B. 可利用性启发式

C. 模拟启发式 D. 锚定和调整启发式

4. 安德森于 1965 年提出的印象形成的几个模式中,不
∙

包括

A. 加权模式 B. 平均模式 C. 加权平均模式 D. 中心特征

5. 一个几次三番考不上大学的人,便无可奈何、灰心丧气、不再努力、退缩认命,这是　 　 　 的

现象。

A. 自我障碍 B. 功和过的归因偏差

C. 习得的无助 D. 行动者与观察者归因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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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列不
∙

属于态度的定义中的三个成分的是

A. 认知成分 B. 情感成分 C. 行为倾向成分 D. 意志成分

7. 根据恐惧程度与态度改变的关系,当恐惧从低程度向中等程度加剧时,态度改变

A. 增加 B. 减少 C. 不变 D. 不确定

8. 行为可以影响态度,与一个人的态度相矛盾的行为可以改变态度,这是由 　 　 　 得出的

结论。

A. 诱导服从研究 B. 努力正当理由研究

C. 不足阻碍研究 D. 自由选择研究

9. 如果你的朋友与你对某件事有不同的看法,那你对自己的看法是否正确缺乏自信。 如果这

种情况屡次发生的话,你朋友与你之间的吸引力就会降低,这是源自吸引认知理论中的

A. 海德的观点 B. 纽科姆的观点 C. 失调现象 D. 强化理论

10. 关于利他行为的定义,下列描述不
∙

正确的是

A. 利他行为的目的是有益于他人

B. 利他行为不是一种自觉自愿行为,是在外界压力下做出的

C. 利他行为是不期望任何形式的报答或奖励的行为

D. 利他行为具有自我牺牲性

11. 个体对于紧急事态的反应,在单个人时与同其他人在一起时是不同的,这指的是

A. 旁观者效应 B. 社会抑制 C. 社会助长 D. 个人吸引

12. 以下不
∙

属于挫折———侵犯性理论的主要观点的是

A. 侵犯行为总是挫折的结果

B. 挫折总会导致某种侵犯性

C. 挫折导致一种侵犯的准备状态,只有存在恰当的侵犯诱因时,侵犯行为才会发生

D. 两种减少侵犯的方式是转移侵犯性动机和发泄法

13. 主张人类侵犯行为是本能的理论的学者是

A. 弗洛伊德 B. 班杜拉 C. 贝克威茨 D. 多拉德

14. 一般来说,群体对个体施予压力使其遵从的两种形式是来自于　 　 　 和来自于群体的信息

性压力。

A. 个性理论 B. 群体规范性社会压力

C. 群体行为的压力 D. 群体信念的压力

15. 当个体为了维持与一个她认为是重要的人或群体的关系而模仿这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时,便

会发生

A. 服从 B. 内心接受 C. 认同 D. 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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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囚徒两难”的情景是

A. 接近———接近型冲突 B. 避免———避免型冲突

C. “零———总和”冲突 D. “非零———总和”冲突

17. 讨价还价的最佳策略是

A. 开头采取强硬立场,然后做出小小的让步

B. 开头采取中等强硬立场,然后做出小小的让步

C. 开头采取强硬立场,然后做出较大的让步

D. 开头采取中等强硬立场,然后做出较大的让步

18. 遇到复杂任务时,采用　 　 　 的沟通网络的群体更为有效率。

A. 轮式 B. 链式 C. 圆周式 D. “Y”式

19. 在群体决策的 　 　 　 中,正确的解决办法或决定最终为越来越多的群体成员所认识和

采纳。

A. 大多数获胜规则 B. 真理获胜规则

C. 三分之二多数决定规则 D. 第一次修改决策规则

20. 　 　 　 是指互相作用时,个体试图保持围绕他们自己的看不见的空间范围。

A. 领域性 B. 个人空间 C. 个人隐私 D. 私密空间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至少有两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错选、多选或少选均无分。

21. 与认知相符理论相关的有

A. 海德的平衡理论 B. 纽科姆的交换行动理论 C. 费斯汀的认知失调理论

D. 阿希的遵从理论 E. 勒温的场理论

22. 个体的社会心理现象包括

A. 社会认知 B. 个体的社会化 C. 人际交往

D. 社会态度和态度的改变 E. 群体心理

23. 关于自我认知中的归因偏差,下列描述正确的是

A. 作为行动者,我们往往把自己的行为归因于外在的或情景的因素

B. 作为观察者,我们会把他人的行为归因于内在原因

C. “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人家”是功和过的归因偏差

D. 行动者与观察者归因偏差、功和过的归因偏差都是一种普遍现象

E. 观察者往往有功和过的归因偏差,而行动者很少有这种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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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以下属于群体规范的功能的是

A. 支撑群体的功能 B. 评价标杆的功能 C. 约束功能

D. 沟通互动的功能 E. 行为矫正功能

25. 可用于解释社会助长现象的理论是

A. 社会规范理论 B. 应变理论 C. 注意力———分散冲突理论

D. 驱力理论 E. 评价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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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 4 分,共 16 分。

26. 社会认知

27. 去个体化

28. 自我暴露

29. 社会陷阱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7 分,共 28 分。

30. 简述影响认知失调程度的因素。

31.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最有可能使用威胁?

32. 简述社会比较的目的。

33. 简述助人行为的决策过程。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3 分,共 26 分。

34. 举例说明人际知觉中的三种归因偏差。

35. 结合实际说明在态度的形成及发展中社会化过程的两个重要机制。

02047#
 

社会心理学(二)试题
 

第
 

4 页(共 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