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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

前言

社会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一方面受该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个体又对这个社
会发生着作用。而社区，是一个包括家庭、朋友、邻居、宗教团体的人与人的关系网络，社区教育的
对象不是简单的个体，而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下的个体。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与社会有关的心理学
问题的一门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有助于社区工作者更好地了解自己，提高行为的自觉性，增强社会适
应能力，还可以帮助社区工作者用新的方法去观察人和理解人，从而更准确地理解人们行为的意义、
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更好地解释和预测他人的行为，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随着社区教育的广泛普及，社区教育急需专门人才，社区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问题也随之进入社区教
育专家的视野。所谓专业化，包括社区教育工作者特有的职业品质和理想信念，社区教育工作者应有
的知识架构和能力结构等。社区教育工作者，就其职业品质来讲，首先要热爱社会工作，具有良好的
心理品格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承受困难的心理素质：就其知识架构来讲，需要掌握社区教育学、社
区教育管理学、教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知识：就其能力结构来说，应该有比较强的教学组织能力
、社会调查能力、课程开发能力、社会沟通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因此，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内容以及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社区教育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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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

内容概要

对社会工作者来说，掌握必要的社会心理学知识是有效开展各项社区工作的前提。《社会心理学》在
深入浅出地介绍社会心理学有关概念的同时，注重将理论与社区教育的工作实际相结合。全书共¨章
，内容主要包括社会心理学的内容与研究方法，社会化与自我意识，社会认知与社会态度，侵犯与利
他，人际交往与社会影响，以及与社区教育工作联系密切的社区心理学、咨询心理学以及老年心理学
的相关知识。《社会心理学》的读者以社区教育工作者为主，也可供对社会心理学感兴趣的一般读者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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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丽娟，女，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系系主任、教授，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
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老年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在心理学、
教育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著有心理学书籍近30本，其中《心理学是什么》一书获全国优
秀畅销书奖、全国输出版优秀图书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八届全国青年优秀读物一等奖、
首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并在香港和台湾地区相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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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社会心理学导论第1节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第2节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第3节 社会心理学的
发展历史第二章 社会化与自我意识第1节 社会化概述第2节 社会化的内容第3节 社会化的途径第4节 自
我意识第三章 社会认知第1节 社会认知概述第2节 印象形成和印象管理第3节 社会认知偏见第四章 社
会态度第1节 社会态度概述第2节 社会态度的形成与改变第3节 社会态度的测量第五章 侵犯第1节 侵犯
概述第2节 侵犯的理论解释第3节 影响侵犯行为的因素第4节 侵犯的消除与控制第六章 利他第1节 利他
概述第2节 利他的理论解释第3节 影响利他行为的因素第七章 人际交往第1节 人际交往概述第2节 人际
沟通第3节 人际吸引第4节 人际关系发展第八章 社会影响第1节 社会促进与社会抑制第2节 从众第3节 
服从第4节 群众行为第5节 暗示、模仿第九章 社区心理学第1节 社区概述第2节 社区心理学概述第3节 
社区心理健康的发展与服务第十章 咨询心理学第1节 咨询中的原则第2节 咨询中的技巧第3节 咨询中的
心理测量第4节 常用的心理测量工具第十一章 老年心理学第1节 社会适应与老年生活第2节 情绪与老年
生活第3节 性格与老年生活第4节 生死观与老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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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表面性接触阶段那些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实际交往的人际关系，绝大多数处于人际关系第二级水平。
莱文杰和斯努克把表面性接触定义为具有衡量个人涉人的人际关系，人们在这种关系中基本上是以严
格规定了角色来进行交往的，比如你同售货员、服务员等人所发生的接触就属于这种水平，这时我们
倾向于把这些个人看成是处于这个职位上的没有区别的人体，看作某种角色的执行者，我们与他们的
关系也是非人化的，比如你始终把自己的“婶母”仅仅看作“婶母”，从不增加对她的感情投入程度
，那么即使这种关系维持了几十年。也仍可能是一种表面接触的人际关系。在这种表面性关系水平上
，一个人的许多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表面特征，如外貌、穿着、微笑等，决定着人际关系是否会进一步
发展。其中，天生漂亮与否或体态的魅力对表面接触的人际关系会有特别重要的影响。3.亲密阶段在
日常生活中，我们只称第三级水平的人际关系为“人际关系”。因为只有在这个水平上，交际双方才
存在一定程度的真正的个人涉人和亲密性。在这一水平上。我们把自己的交际伙伴看作一个独特的人
体，我们理解并欣赏他（她）内心对世界的主观看法。彼此之间在情感、认识和行为上存在着一种亲
密关系：双方或多或少地具有同样的感情、同样的想法和同样的行动。个人关系发展到这个水平，应
归功于自我表露、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一致、个人需要的互补性以及相互欣赏对方的个性等因素的作用
。发展中的亲密关系有一个特别使人感兴趣的方面是双方的感情投入。例如，为什么初恋中感情会愈
演愈烈，而婚姻生活中双方的感情却可能冷淡下来？对此我们所知甚少，恋爱关系是第三级水平的个
人关系的一个特殊类型，与影响人际关系发展的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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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心理学》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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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无用，毫无使用价值
2、和其他社会心理学的差不多，只是按照这个老师体系的编排了一下。
3、不错，正在阅读中。。。挺好的
4、自考书，总算考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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