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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了社会心理学。
首先介绍了社会心理学简史及其研究对策、理论和方法。
然后分析了社会心理学的表现形态，内容包括：态度、态度的改变、认知失调、知觉心理、冲突与合
作、群体行为、环境心理学、侵犯和暴力、人际吸引等。
全书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分析深入，观点新颖、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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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里我们仅仅对实验室实验的设计简明扼要地概括成三个要点：要设计一个实验室实验1．必须使自
变量至少有两个水平上的变化；2．在划分实验组和对照组时，参与者必须随机地分置于各个实验条
件之下；3．因变量必须获得测量。
实验室实验的优点是：第一，实验室实验能为决定因果关系的方向提供手段；第二，其他能影响结果
的无关变量能很好地被控制；第三，实验者能够使自变量在多种水平上变化，能研究材料中的趋向，
即自变量引起因变量变化的程度。
虽然实验室实验是社会心理学中应用得最广泛的研究方法，但它有许多局限性，主要有：第一，实验
室实验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常常得到一点点证据；第二，对于参与者来说，实验室实验有人为性。
由于被试可能会觉察到他是处在实验室中，因此，被试在实验条件下作出的反应不能真正代表他在现
实生活中自发的反应；第三，我们将实验室成果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使之普遍化的问题。
这指的是，即使主试想方设法使得被试难以觉察他正作实验，但也会产生这一问题，即由于我们在人
为地控制变量，在以独特的方式组织被试，这样所得的资料是否能搬用到生活中去，这种照搬是否带
有危险性。
尤其，实验室实验会不会丧失或损害社会关系的真正内容，这对于社会心理学来说特别重要。
在社会心理学家中，关于实验室实验特别有争议的，也就是这个问题，许多人相信，这确实是实验室
实验的一大局限。
因此，有人认为，自然实验虽然在精确性方面要比实验室来得逊色，但如果考虑到社会心理学的最主
要的要求，即研究现实的社会群体、个人在群体中的实际活动，那末可以认为自然实验是较有前途的
一种方法。
第四，心理学实验的“命令特征”问题．所谓“命令特征”指的是实验环境中，主试对被试该作出什
么样的反应这种期望，由某些线索传递给了被试。
这些线索叫“命令特征”。
当人们以特殊方式行动，不是因为他们对情景作典型的反应，而是因为他们做了实验者希望的行为，
我们就说他们是按照“命令特征”在行动。
第五，这个问题是有关实验者的心理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实验者的偏见”。
它指的是被试的成绩成了受实验者期望所影响的一个函数。
因此，我们在进行实验室实验时，要注意这五个主要问题。
第三节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所要注意的伦理学问题一、过分干预他人权利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于研究者
要从被试那儿获得一些较敏感的情报，如参与不道德的行动、家庭生活等等；还有如对被试进行智力
或个性测验。
这样做是不是干涉了个人权利？
心理学家们力图防止产生干涉个人权利的问题。
例如，心理学家们采用这样一些方法：对被试的反应加以保密，除了心理学研究者能接触到这些材料
外，不让其他人接触。
更进一步，他们还遵循“获得同意”的原则，即给被试一个机会，使他能选择参加还是不参加这个实
验。
当然，选择是在被告知将要进行的程序之后作的。
二、隐瞒问题所谓隐瞒是告诉被试其他情况而不是真实情况。
例如，在研究害怕对交往的实验中，主试先告诉被试将要给他们十分强烈的电击，然后，观察他们与
他人的交往行为，加以记录。
当然，实际上并没有给他们电击。
在这个研究中，隐瞒是必需的，这样可以防止被 试把注意力集中到要研究的互相交往活动上。
心理学工作者常常在实验作完之后向被试清楚地说明实验的真实情况，如实验是怎么回事，研究什么
问题，为什么要隐瞒等等。
三、有害后果问题有害后果问题指被试在研究中可能受到的伤害，如给被试吃令人不愉快的药或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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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击。
任何心理研究者避免对被试作生理上的伤害，这是一条原则。
因此这种后果主要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
心理上的伤害，如上述研究害怕同交往关系的实验中，被试遭受到的焦虑和害怕。
在其他实验中，或许被试受到贬低、遭到侮辱或感到抑郁。
跟其他心理学家一样，社会心理学家尽可能找到一个办法或途径使之避免对被试产生不良的影响。
四、被试知道了他们本来不愿知道的事这个问题可举一例说明。
例如，在害怕与电击的实验中，一个被试如此害怕，以致哭泣着要求主试让她离开。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被试知道自己对紧张的忍耐程度是很低的，是个“胆小鬼”。
有人说，实验者只是让被试知道了有关他自己的真实情况，但是，被试是来参加实验的，并不是来要
求知道本身情况的，特别是本身的弱点的。
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对这些伦理问题要特别注意，应该在研究开始之前就想办法防止或减少这类问题的
产生。
思考题1．简述心理学的五种基本理论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
2．比较八种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方法的优缺点。
3．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应注意什么伦理问题？
第三章态 度随着一个人的成熟，随着所接触的社会事物越来越复杂，他逐渐形成了对事物的看法，形
成了一定的观点和态度。
由于各人的内在因素和所处的客观环境的不同，即使对于同一社会事物，他们所拖的态度也不相同。
对宗教来说，有的人是虔诚的教徒，有的却是无神论者；对待工作，有的人勤勤恳恳，一丝不苟，有
的得过且过，傲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待生活，有的人挥霍无度，缺乏节制，生活很不严肃，但有人
认为勤俭节约，循规蹈矩，才是美德；就在使用物品上人们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如对于牙膏来说，有
的人喜欢药物牙膏，有的人喜欢普通牙膏。
⋯⋯要了解人们为什么具有不同的态度，这些态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如何改变人们的不良态度，首
先就要懂得什么是态度。
在社会心理学中，态度的研究是一个最古老、最重要的领域。
早在1937年，墨菲和纽科姆写道：“在社会心理学的全部领域中，也许没有一个概念占据的位置能比
态度更接近中心的了。
”后来，麦圭尔（W.J.McGuire，1968）在总结该领域的研究时说：“这一课题，⋯⋯似乎具有巨大的
内在魅力，以至于我们期望将来的研究会一如既往并会达到一种高水平。
”的确，社会心理学在态度形成和变化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并取得了许多丰硕成果。
第一节 态度的概念一、态度的定义态度是个体对特定的人、观念或事物的稳固的，由认知、情感和行
为倾向三个成分组成的心理倾向。
态度是在社会生活中经过经验积累而形成的。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定义加以剖析：（一）认知成分认知成分也有人指称为认识成分、信念
成分。
所谓认识成分，指个人对外界对象的心理印象，它基本上是认知的或信息的因素。
这种认知成分是个人知觉和判断事物时的参考。
认知成分是态度的其余部分的基础。
这里要注意态度中认知成分与事实之间的差别，其差别表现在态度中的认知成分不能脱离感情或评价
，它总是带有评估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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