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心理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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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定
义

壹



学科基本概念

态度是人们对人、事、物的评价和

情感倾向，而行为则是态度的外在

表现，两者之间存在复杂关系。

群体动力学研究群体内部的互动和

结构，如领导力、群体决策和群体

冲突等现象。

社会认知关注个体如何解释和理解

社会世界，例如归因理论解释人们

如何解释他人行为的原因。

社会认知 群体动力学 态度与行为



研究范围界定

社会心理学研究个体在群体中的行为，如群体动力学和

群体决策过程。

个体与群体互动
01

探讨人们如何解释社会信息，形成对他人和社会现象的

认知和判断。

社会认知过程
02

研究个体态度如何影响其社会行为，以及行为如何反过

来改变态度。

态度与行为的关系
03

分析社会压力如何影响个体行为，包括从众、服从权威

等现象。

社会影响与服从
04



与相关学科关系

社会心理学探讨个体在社会影响下的

心理和行为，与心理学紧密相关，但

更侧重于社会互动。

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与人类学都关注文化对行

为的影响，但人类学更侧重于文化差

异和人类行为的广泛研究。

社会心理学与人类学

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共享研究社会结

构与行为的视角，但社会心理学更注

重个体心理过程。

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01

02

03



社会认知过程

贰



认知偏差现象

可得性启发式

确认偏误
人们倾向于寻找、解释和记忆信息以确认自己的预

期，忽视与之相反的证据。

个体根据最容易想起的信息做出判断，如“飞机事

故”后人们高估飞行风险。

锚定效应
在做决策时，人们会过度依赖（或“锚定”于）第

一次获得的信息，如价格谈判中的起始报价。



归因理论

内部归因强调个体

特质，如能力或性

格；外部归因则指

向环境因素，如运

气或他人影响。

内部归因与
外部归因

人们倾向于高估个

人特质对行为的影

响，而忽视情境因

素，这称为基本归

因错误。

基本归因错
误

个体倾向于将成功

归因于内部因素，

而将失败归因于外

部因素，这种现象

称为自我服务偏差。

自我服务偏
差



自我概念与自尊

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它通过

社会互动和自我反思逐渐形成。

自我概念的形成

个体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估自己的能力和社会

地位，这影响着自我概念的稳定性和自尊水平。

自我概念与社会比较

自尊是个体对自己价值的评价，通常来源于家

庭、学校和社会的反馈及个人成就。

自尊的来源

高自尊通常与积极的心理状态相关，而低自尊

可能与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有关联。

自尊与心理健康



社会影响与行
为

叁



从众与服从

从众行为是社会影响的结

果，人们倾向于模仿多数

人的行为，以获得社会认

同和减少不确定性。

从众行为的心理机制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揭

示了在权威命令下，普通

人可能会违背自己的道德

标准执行命令。

服从权威的实验研究

社会规范是群体行为的准

则，个体为了适应社会环

境，往往会不自觉地遵循

这些规范，从而表现出从

众行为。

从众与社会规范

在特定情境下，服从可能

导致个体与内在道德信念

发生冲突，如斯坦利·米

尔格拉姆的实验所示。

服从与道德冲突



社会影响力

从众行为是指个体在群体压力下改变自己的行为或

观点，以适应群体规范，如时尚潮流。

从众行为

权威影响体现在人们倾向于遵从权威人士的指示，

例如医生的健康建议或老师的教育指导。

权威影响

信息性社会影响发生在个体在不确定情境下，依赖

他人的行为或意见作为正确行动的线索，如消费者

评价对购买决策的影响。

信息性社会影响



群体动力
学

01

群体思维描述了群

体决策过程中，成

员为了达成一致而

压制异议，可能导

致非理性决策。

群体思维

02

社会惰化现象指出，

在群体中个体倾向

于减少自己的努力，

因为责任被分散到

整个群体。

社会惰化

03

领导者的行为和态

度对群体动力学有

显著影响，能够激

励或抑制群体成员

的参与和贡献。

领导力影响

04

群体极化是指群体

讨论后，成员的初

始倾向会变得更加

极端，这影响了群

体的决策和行为。

群体极化



态度与态度改
变

肆



态度结构与功能

态度的认知成分涉及个体对某个对象的知识和信念，例如对环

保重要性的认识。

态度的认知成分
01

情感成分反映了个体对态度对象的情绪反应，如对某种艺术形

式的喜爱或厌恶。

态度的情感成分
02

行为成分指的是个体对态度对象的倾向性行为或行动准备，例

如支持或反对某项政策。

态度的行为成分
03

态度可以满足个体的需要，如自我防御、价值表达或社会适应

等。

态度的功能
04



态度形成与改变

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

个体学习并形成态度，如模仿榜

样或避免负面行为。

社会学习理论

01

当个体的行为与内在信念不一致

时，会产生心理不适，进而改变

态度以减少失调感。

认知失调理论

02

个体在面对复杂或不确定情境时，

会参考他人的意见或行为来形成

或改变自己的态度。

信息性社会影响

03

态度的改变可能受到个体性格、

信念的坚定程度以及外部信息的

影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持久性。

态度的持久性与可变性

04



消极态度的克服

通过认知行为疗法，个体学会

识别和挑战消极思维模式，用

更积极的角度重新解释情境。

01

认知重构

社会支持可以提供情感和信息

帮助，帮助个体克服消极态度，

增强面对挑战的信心。

02

社会支持的作用

通过小成功体验和积极反馈，

个体可以增强自我效能感，从

而更有效地克服消极态度。

03

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人际关系与社
会交往

伍



人际吸引因素

人们倾向于与自己有相似背景、

兴趣或观点的人建立联系，如共

同爱好促进友谊。

相似性原则

外表吸引力在人际交往中起着重

要作用，人们往往对有吸引力的

外貌给予更多关注。

外貌吸引力

互补性指的是人们在某些特质上

相互补充，例如外向的人可能被

内向的人吸引。

互补性原则

人际交往中，互惠原则表明人们

更愿意与那些给予自己帮助或支

持的人建立联系。

互惠原则



社交网络分析

社交网络的结构特征

社交网络分析揭示了个体在社交结构中的位置，如中心性分

析显示谁是社交圈的核心人物。

社交网络中的群体动力学

研究群体内部的互动模式，如小团体形成、意见领袖的影响

力以及群体决策过程。

社交网络与信息传播

探讨信息如何在网络中传播，包括谣言、创新或趋势，以及

关键节点在传播中的作用。

社交网络分析的应用实例

例如，通过分析社交媒体数据，研究者可以预测流行病的传

播路径或选举结果。



沟通与冲突解决

在解决冲突时，积极倾听对方观

点，理解对方需求，有助于缓和

紧张情绪，促进问题解决。

积极倾听技巧

非暴力沟通强调表达真实感受和

需求，避免指责和评判，有助于

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非暴力沟通

通过第三方调解或共同制定规则，

可以有效解决人际间的冲突，恢

复关系的平衡。

冲突调解策略

在冲突中保持冷静，合理管理自

己的情绪，是有效沟通和冲突解

决的关键。

自我情绪管理



社会心理学应
用

陆



教育领域应用

社会心理学通过研究群体动力学，帮助教师设计激励措施，

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习动机激发

研究显示同伴间的相互作用对学习有显著影响，合作学习

策略可促进学生间的正面互动和知识共享。

同伴影响与合作学习

应用社会心理学原理，教师可以更有效地管理课堂，如通

过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来减少课堂冲突。

课堂管理策略



市场营销策略

通过社会心理学了解消费者决策过程，

企业能够设计更符合消费者心理的营

销活动。

消费者行为分析

广告中运用从众效应和权威效应，通

过名人代言或用户推荐，提升产品的

吸引力。

广告中的社会影响

利用社会认同理论，通过社群营销和

口碑传播，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

度。

品牌忠诚度构建01

02

03



社会问题干预

01

通过教育和公共宣传，社会心理

学家帮助人们认识并减少对不同

群体的偏见和歧视。

02

利用社会心理学原理，设计干预

措施鼓励人们采取更健康的生活

方式，如戒烟、健康饮食等。

03

社会心理学家通过研究人际关系

动态，提供策略帮助改善家庭、

工作场所和社区中的人际关系。

减少偏见与歧视 促进健康行为 改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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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心理过程和行为的科学。它关注人们如何受到他人的影响
，以及人们如何影响他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广泛，包括社会认知、社会影响、社会行为、

社会态度等方面。本文将对社会心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行概述。



社会认知

02



社会认知

● 社会认知是指个体如何理解、解释和记忆社会环境中的信息。社会认知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 1. 社会认知的过程：包括注意、记忆、思维和语言等方面。

● 2. 社会认知的对象：包括自我、他人、群体和社会事件等。

● 3. 社会认知的偏差：如自我服务偏差、归因偏差、刻板印象等。



社会影响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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