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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人的心理行为为出发点，吸取目前国内外社会心理学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论精华，全面系统地介
绍了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与研究观点。
与其他同类教材相比，本书新增加了“社会化”、“心理健康”、“人格培育” 等内容，并在每章后
都附有原创研究阅读资料，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在启发读者思考的同时，帮助读者进一步
加深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的理解。
本书不仅适合在校大学生作为社会心理学的基础教材使用，同时也适合于心理学爱好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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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第一节　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与原则一、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心理现
象因社会实践和技术手段的存在而发生社会化。
人的心理活动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一种社会特征，它不仅仅是人际间家庭关系的反映，而且还是广泛的
社会历史实践的一般反映。
”“人们的心理现象都是社会意识的某一瞬间，有一种社会的、意识性的特征”。
“社会历史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乃是人类活动在改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同时，也改造了人类自
身”（Ratner，1991）。
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是一般方法论原则在具体学科领域中的体现。
（一）心理学方法论原则心理学方法论原则（principle of psychological methodology）采用分析的方法进
行研究，把社会群体表现出来的情感、情绪、意向、态度看作为群体中各个个体的心理状态。
因此研究者要把注意力放在个体的心理状态上，要根据个体的心理状态来判断群体的心理状态，并且
根据个体的心理特征和性质来确定群体的特点和性质。
可以认为，这种方法比较适用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处于直接相互影响着的小群体内部活
动范围时人们的关系。
总之，心理学方法论原则把研究个人和群体相互关系的社会心理方面看成是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任
务。
另外，在研究个体水平的社会心理现象如动机、认知、态度等问题时，心理学方法论原则是十分必要
的。
（二）社会学方法论原则社会学方法论原则（principle of sociological metllodology）把社会结构作为根
本的着眼点，而把社会心理现象看作为超个体的构成体，这些社会心理现象不能归结为各个个体的心
理状态。
当然，如果在使用社会学方法时，不把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辩证地统一起来，那么判断社会群体心理
，特别是判断大群体（如阶级的、国家的、民族的）心理时，就无法深刻地解释和提示出构成群体心
理现象的机制。
乌列多夫认为，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重要的。
使用这种方法论原则，首先应该研究社会的阶级、阶层的心理素质，一定历史时期的民族心理素质、
社会情感和情绪在各种社会共同体心理中对社会环境的反映，以及各种社会变动（革命、战争、危机
等）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心理成分，并且要研究这些成分的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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