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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人人际关系心理学试题
课程代码:06050

摇 摇 1.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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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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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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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接触状态是指人际关系恶化的

A. 冷漠阶段 B. 疏远阶段 C. 终止阶段 D. 分离阶段

2. 态度能帮助个体摆脱自己内部的紧张状态,这是态度的哪一功能在发挥作用?

A. 顺应功能 B. 认识功能 C. 防御功能 D. 调节功能

3. 小李去上班,他可以选择从街的左边或右边走去单位。 小李知道街的左边正好在施工却还

是选择了左边。 结果一块石头掉下来打在他头上。 这时小李可能产生认知失调,其认知失

调的原因在于

A. 自愿选择 B. 承诺 C. 责任感 D. 预期的消极后果

4. 如果说一个人报复性强和爱整洁,人们往往对“报复性强冶这个特征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而

“爱整洁冶这个特征留下的印象相对比较淡薄,这种“报复性强冶属于印象形成特点中的

A. 一致性 B. 评估性

C. 中心特质的作用 D. 隐含的个性理论

5. 把考试成绩不好归因于努力不够,这是一种

A. 稳定的外在归因 B. 不稳定的内在归因

C. 不稳定的外在归因 D. 稳定的内在归因

6. 控制的行为主要通过摇 摇 摇 来掌握。

A. 理解 B. 观察 C. 学习 D.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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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个顽皮的儿童只有在老师和家长的监督下才能完成作业的行为是

A. 内心接受 B. 同化 C. 简单的服从 D. 模仿

8. 利他行为理论中的生物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是

A. 谢利夫(M. Sherif) B. 威尔逊(E. O. Wilson)

C. 达利(J. M. Darley) D. 班杜拉(A. Bandura)

9. “近水楼台先得月冶,在人际交往中属于摇 摇 摇 因素。

A. 个人特质 B. 类似 C. 情景 D. 互补

10.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冶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人们处于摇 摇 摇 时的心情。

A. 双趋冲突 B. 双避冲突 C. 趋避冲突 D. 双重趋避冲突

二、判断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判断下列各题,在答题纸相应位置正确

的涂“A冶,错误的涂“B冶。

11. 人际反应特质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学者米德。

12. 行为主义理论认为,态度可以模仿。

13. 在从事与自己态度相矛盾的行为时,与强迫服从相比,自愿选择会让我们体会到更多的认

知失调。

14. 人们在自我表现时,往往试图扩大自己与其他人的类似性。

15. 人们往往只关注到行为,而忽视影响行为的环境因素。

16. 自我服务偏见对于人际关系的培养是有利的。

17. 自言自语的习惯对人际交往焦虑的人没有作用。

18. 在群体活动中个体做出努力一般都会比单独完成时偏多。

19. 社会责任规范是内化了的行为规范,它不需要外在的奖励。

20. 首因效应持续的时间很短。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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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空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空 1 分,共 10 分。

21. 良好人际关系建立的三个阶段是:注意阶段、摇 摇 摇 阶段和摇 摇 摇 阶段。

22. 莱维特的人际沟通四种模式包括:圆形传递、摇 摇 摇 、链式传递和摇 摇 摇 。

23. 态度的功能包括:摇 摇 摇 、认识功能、防御功能和摇 摇 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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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强化过程是通过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等强化形式来完成。

25. 人际冲突的形式有摇 摇 摇 冲突和摇 摇 摇 冲突。

四、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26. 人际关系

27. 习得无助

28. 去个性化

29. 自我暴露

30. 社会两难情景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31. 简述米德的符号相互作用论。

32. 简述态度形成与发展的心理过程。

33. 简述印象形成的特点。

34. 简述自我导向中目标的寻找和选择是怎样进行的。

35. 简述影响利他行为的情景因素有哪些。

六、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第 36 小题 12 分,第 37 小题 13 分,共 25 分。

36. 试述归因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

37. 结合实际,论述认知失调理论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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