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社会心理与行为

第一节 社会态度

1.【判断题】一个人的态度很容易从他的行为中推测出来。（ × ）

2.【单选题】“认为教育是成才的关键”，虽然比较抽象，但表明了说话者

对学校教育的基本看法，反映了个体对态度对象的信念。这属于态度的（ A ）

成分。

A. 认知 B. 情感 C. 意志 D. 行为

3.【单选题】某同学特别喜欢数学，因为在他看来，“在同学中，我的数学

成绩总是第一，这可以为我带来荣誉”。该同学这种对数学的积极态度体现的主

要是态度成分中的（ A ）。

A.认知成分 B.情感成分

C.意志成分 D.行为倾向成分

4.【单选题】态度的行为成分是指个体准备对某对象做出某种反应的（ B ）。

A.行为方式 B.意向或意图 C.行为习惯 D.语言或行为

5.【判断题】态度是指准备对某对象做出某种反应的语言或行为。（ × ）

6.【单选题】态度过于偏激会让一个人失去很多朋友，这体现了态度的（ A ）。

A. 适应功能 B. 自我防御功能

C. 价值表现功能 D. 认识或理解功能

7.【单选题】有些人看到商人赚很多钱，就会显示出自命清高和鄙视“为富

不仁”者的态度，以保持心理平衡。这属于社会态度的（ D ）。

A.适应功能 B.认知或理解功能

C.价值表现功能 D.自我防御功能

8.【单选题】有的人虽然内心自卑感很重，觉得事事不如别人，但总表现自

高自大，傲慢不羁的现象，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称为（ B ）。

A.投射 B.反向 C.退行 D.补偿

9.【单选题】有些酗酒者认为“喝酒伤身”没有科学根据，照样喝酒，这是

心理防御机制中的（ B ）。

A.文饰 B.否认 C.投射 D.反向

10.【单选题】一位内向、缺乏魅力的男青年恋爱受挫后，想象自己是一个英

俊的小伙，成为很多少女心中的偶像，陶醉在幻想的世界中获得心理满足。这种

心理防御方式称为（ D ）。

A.反向 B.投射 C.压抑 D.幻想

11.【单选题】把失恋的挫折感转化为发奋学习的动力，这种心理防御方法称

为（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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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升华 B.转移 C.文饰 D.压抑

12.【单选题】某生学习成绩较差，却经常在同学面前炫耀自己的父亲是××

级干部，以求得心理满足。这是采用了（ B ）这种心理防御方式的表现。

A.升华 B.补偿 C.退行 D.转移

13.【单选题】采用合理的理由来解释所遭受的挫折，以减轻心理痛苦，这种

心理防御机制称为（ D ）。

A.压抑 B.投射 C.退行 D.文饰

14.【单选题】一位人际关系不好的学生认为自己本来很喜欢班里的同学，但

他们恨我，所以我才无法喜欢他们，以此来掩盖自己的孤立。这位学生产生的心

理防御机制是（ A ）。

A.投射 B.转移 C.文饰 D.压抑

15.【单选题】一个有强烈的性冲动压抑的人可能积极参与检查淫秽读物或影

片的活动。这是（ D ）。

A.投射 B.转移 C.升华 D.反向形成

16.【单选题】某学生学习成绩差，却常购买各种名牌消费品，以求得心理满

足，属于哪种心理防御方式。（ B ）【2019年枣庄市驿城区】

A.升华 B.补偿 C.压抑 D.转移

17.【单选题】初中生小王想买一辆名牌变速自行车的愿望被父母粗暴拒绝后，

表现出像小孩一样的无理取闹，这是人在受挫情况下的（ C ）。【2017年枣庄】

A.攻击行为 B.退缩行为 C.倒退行为 D.逃避行为

18.【单选题】某青春期少年考试时，经常出现焦虑，出现吮吸手指，咬指甲

的行为，按照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理论，这种表现属于（ A ）。【2019临沂】

A.退行 B.否认 C.投射 D.反向形式

19.【单选题】有些父母把对儿童的体罚和虐待说成“玉不琢，不成器”，“打

是亲，骂是爱”，反映哪一种自我防御机制（ A ）。【2019年潍坊市临朐县】

A.文饰作用 B.反向形成 C.过度代偿 D.投射

20.【单选题】在常见的心理抵御机制中，把不愉快的经历和体验迁移到无意

识中，不去回忆，主动遗忘，这是（ C ）。【2017年聊城市经济开发区】

A.转移 B.幻想 C.压抑 D.否认

21.【单选题】觉得上课内容枯燥的学生可能表现出过分认真的听课态度，以

此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这种防御机制属于（ C ）。【2019年济宁市北湖区】

A.升华 B.文饰 C.反向作用 D.固执

22.【单选题】小明去买东西，人家多找了 10元钱，他一直在犹豫是否要还

回去，又想如果是别人也许不会还。这属于自我防御机制中的（C）。【2017德州】

A.压抑 B.转换 C.投射 D.文饰

23.【单选题】一个被父母严厉责备的孩子，当着父母的面可能会“忍气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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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离开父母可能就“摔桌子打板凳”，或者拿小猫小狗出气，心理学上将这种

现象称为（ D ）【2018年滨州市邹平市】

A.合理化 B.升华 C.投射 D.移置

24.【单选题】态度的认知平衡理论认为人总是力图保持其内部认知系统的平

衡与和谐，其中的认知因素包括信念、态度、感情行动等。提出该理论的心理学

家是（ B ）。

A. 费斯廷格 B. 海德 C. 韦纳 D. 凯利

25.【单选题】提出态度的认知不协调理论的心理学家是（ A ）。

A.费斯廷格 B.韦纳 C.阿特金森 D.班杜拉

第二节 印象形成

26.【单选题】个体对他人的外表有良好的印象，往往也会倾向于肯定其人格

品质。这种效应是（ A ）。（2014山东省属）

A.晕轮效应 B.首因效应 C.近因效应 D.投射效应

27.【单选题】在一些青少年眼里，明星只要演技好，其它方面也一定好，都

值得自己模仿和学习。青少年的这种心理体现了知觉的（ C ）。【2021年聊城】

A.首因效应 B.近因效应 C.晕轮效应 D.刻板效应

28.【单选题】当一个人的外表具有魅力时，他的一些与外表无关的特征也常

常被肯定，这种现象被称为（ B ）。【2017年青岛市崂山区】

A.宽大效应 B.晕轮效应 C.刻板效应 D.首因效应

29.【单选题】人们往往认为一个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在纪律和品德等方面表

现得也很好，这种现象属于（ B ）。（2019年山东省属）

A.刻板效应 B.晕轮效应 C.近因效应 D.首因效应

30.【单选题】学生对明星的某种品质或特征印象深刻，以至掩盖了对他的其

他品质和特征的判断，这种现象称为（ B ）

A.近因效应 B.晕轮效应 C.投射效应 D.刻板效应

31.【单选题】情人眼里出西施，属于（ C ）。

A.扇贝效应 B.近因效应 C.晕轮效应 D.首因效应

32.【单选题】小丽是个漂亮学生，做同样事情，她受到老师表扬的机会更多，

这种现象被称为（ B ）。【2021年德州市齐河县初中】

A.宽大效应 B.晕轮效应 C.中心品质 D.刻板印象

33.【单选题】提到山东人，人们通常会有身材魁梧、正直豪爽，能吃苦耐劳

的感觉；而提到江浙人，则会给人聪明伶俐，能随机应变的感觉。这种现象在心

理学上称之为（ D ）。【2017年济南市商河县、平阴县】

A.首因效应 B.近因效应 C.晕轮效应 D.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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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单选题】人们一般认为农民质朴，军人雷厉风行，知识分子文质彬彬，

商人比较精明等，这些现象称为社会知觉信息整合过程中的（ D ）。

A.晕轮效应 B.首因效应 C.近因效应 D.刻板印象

35.【单选题】知道他是山东人，人们立刻会猜测到他酒量的效应是（ B ）。

A.归纳 B.定势 C.功能固着 D.光环效应

36.【单选题】人们倾向于认为西方人更开放，这一现象被称为（ A ）。

A.社会刻板印象 B.晕轮效应 C.首因效应 D.投射效应

37.【单选题】谈到教师，人们往往就会与穿着朴实、举止文雅相联系；谈到

医生，就会联想到身穿白大褂、说话严谨；谈到老年人，会与老态龙钟、守旧保

守相联系。这种现象在心理学称之为（ A ）。【2021年济南市历下区】

A.刻板印象 B.联想效应 C.印象固着 D.晕轮效应

38.【单选题】老师们认为成绩好的学生在其他方面也一定是好的，即便是差

也不会差到哪去，差生就不一定，如果有一天教室的板凳被人恶意损坏，老师首

先想到的或许会是差生，这种现象是（ B ）

A.刻板效应 B.晕轮效应 C.近因效应 D.首因效应

39.【单选题】当一个人数学学的好时，往往别人也会认为他物理、化学也学

得很好，这种现象被称（ C ）。（2018年山东省属）

A.首因效应 B.近因效应 C.晕轮效应 D.刻板印象

40.【单选题】物理教师认为数学成绩好的学生物理学的一定好，并在日常教

学中更加关注和赞许这类学生，该教师的看法属于（ A ）。（2015年山东省属）

A.刻板印象 B.认知失调 C.扇贝效应 D.从众心理

41.【单选题】张老师认为小明聪明学习好，小磊学习一般，即使他俩某次考

试成绩一样，也认为小磊是碰运气，对小明则有更高期待。他俩从老师日常的言

行中都能体会到这些。小明被激励学习更努力，小磊感觉老师偏心不公平，学习

松懈。张老师的认知存在着（ C ）。（2021 河北石家庄一招）

A.晕轮效应 B.首因效应 C.刻板印象 D.近因效应

42.【单选题】日常中我们经常根据一个人在一种情况下的行为，来猜测他在

许多情况下的行为，进而得出有关结论。比如我们给每一个人想出一个角色，“老

实人”“认真办事的人”“恶棍”“核心人物”等，然而当某个人早已超出了上

述角色范围时，我们却依然如故，从主观想象出发来看待他，这是心理学中的

（ C ）。

A. 首因效应 B. 近因效应 C. 晕轮效应 D. 刻板印象

43.【判断题】社会刻板印象会造成社会知觉中的以偏概全和固着反应模式，

使社会知觉出现偏差，所以是不好的。（ × ）（2020邢台市任泽区）

44.【判断题】心理上开放、灵活的人，容易受首因效应的影响；而心理上保

持高度一致，具有稳定倾向的人，容易受近因效应的影响。（×）（2020 邢台市任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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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判断题】在与陌生人交往时，首因效应起较大作用；而在与熟人交往时，

则近因效应有较大影响。（ √ ）（2019邯郸市直）

46. 【单选题】在社会心理学中，由于第一印象的形成所导致的在总体印象

形成上最初获得的信息比后来获得的信息影响更大的现象，称为（ B ）。

A.近因效应 B.首因效应 C.社会过滤效应 D.最近效应

47.【单选题】初次接触一个人，由于某方面不招人喜欢，导致这个人都不被

自己喜欢。这是受（ A ）的影响。

A.晕轮效应 B.首因效应 C.社会刻板印象 D.近因效应

48.【单选题】初次与某人交往，当得知他是一名军人时，马上断定，他纪律

严明，坚强不屈，见义勇为，作风优良，从心理学的观点看，此种现象属于（ D ）。

A.首因效应 B.马太效应

C.近因效应 D.社会刻板效应

49.【单选题】初次见到某人得知他是大学教授，便认为他是学识渊博的、性

格温和的、待人民主的。这属于（ B ）的影响。

A.首因效应 B.社会刻板印象 C.晕轮效应 D.近因效应

50.【单选题】教师权威的建立应从首次角色行为如第一句话、第一件事、第

一节课和第一次班会活动抓起，这说明（ A ）是建立教师权威的一条技巧性规

律。【2018年聊城市莘县】

A.首因效应 B.晕轮效应 C.近因效应 D.刻板效应

51.【单选题】吴老师想参评本学年模范教师，他的行为表现最需要注意的是

（ C ）。【2021年菏泽市统考】

A.首因效应 B.系列位置效应

C.近因效应 D.刻板印象

52.【单选题】教师与家长交流时，先表扬学生的优点，后以“但是”讲学生

的几个缺点，家长对“但是”后的内容印象更深刻。这是因为心理学上的（ D ）。

A.心理定势 B.刻板效应 C.首因效应 D.近因效应

53.【单选题】把自己的不当失误转嫁他人身上或把自己不能接受的欲望归结

为他人的这种心理防御机制是（ B ）。

A.反向 B.投射 C.转移 D.退行

54. 【单选题】在社会认知过程中，近期激活过的图式更可能被使用，这叫

作（ C ）。

A.近因效应 B.首因效应 C.启动效应 D.光环效应

55.【单选题】前面接触的相同或类似的信息促进某个具体信息的加工，体现

的心理效应是（ C ）。

A.扇贝效应 B.霍桑效应 C.启动效应 D.星座效应

56.【单选题】对于学生本来有内在兴趣的学习内容，要避免由于（ B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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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其内在动机。【2019年烟台市莱阳市】

A.惩罚 B.外部奖赏 C.期待 D.权威作用

57.【单选题】不恰当外部奖励的隐藏性代价——不适当的外在奖励损害对活

动本身的兴趣，能够证明这现象的心理效应是（ D ）。【2019年烟台市开发区】

A.门槛效应 B.皮格马利翁效应 C.瓦拉赫效应 D.德西效应

58.【单选题】“教师应该学会当一个平等耐心的倾听者”这句话是指以下哪

个教育原理？（ A ）【2021年山东枣庄滕州】

A.霍桑效应 B.超限效应

C.晕轮效应 D.林格尔曼效应

59.【判断题】人意识到自己被关注的时候。他会有意或无意地改变自己的行

为，这种现象被称为霍桑效应。（ √ ）

60.【单选题】王同学上课不遵守课堂纪律，教师让他担任本周班级周会活动

的纪律委员，这属于（ D ）。【2019年德州市德城市】

A.刻板印象 B.晕轮效应 C.首因效应 D.角色效应

61.【单选题】与其他老师不同，张老师习惯于在上课一开始便向学生们介绍

本堂课的重点关键词，让学生有所了解，之后再详细地为同学们进行解释，这是

运用了（ D ）

A.首因效应 B.近因效应 C.登门槛效应 D.低球技术

第三节 群体心理

62.【单选题】人们在活动中自发形成的，未经任何权力机构承认批准而形成

的群体称为（ B ）。【2017年临沂市平邑县】

A.非正式团体 B.非正式群体 C.正式群体 D.正式团体

63.【单选题】群体规范是约束群体成员的行为准则，包括成文的正式规范和

（ B ）。【2019年聊城市茌平县】

A.口头的非正式规范 B.不成文的非正式规范

C.潜意识遵循的规范 D.不成文的被动规范

64.【单选题】在班级学习与生活中，几位学生因兴趣爱好相同自发组建了环

保公益活动小组，该小组属于（ A ）。【2022福建】

A.积极型非正式组织 B.娱乐型非正式组织

C.消极型非正式组织 D.破坏型非正式组织

65.【多选题】学生中的非正式群体具有（ CD ）特点。

A.成员数量很少变化 B.成员角色较为固定

C.成员之间情感联系紧密 D.有共同的行为规范

66.【多选题】非正式学生群体的主要特点是（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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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固定的组织结构

B.群体内部的一致性

C.情感依赖性

D.往往具有比较突出的“领袖”人物

67.【多选题】非正式群体的特点包括（ABCD）。

A.交往与活动频繁，有活力

B.成员性情相近，志趣相投，有共同的需要

C.由较有威信与能力者领头

D.活动由大家商量确定或由领头人根据大家需要而定，易调动成员的积极性

68.【判断题】由于非正式群体是由学生自由结合、自发形成的小群体，是

符合学生内在需要的所以只会促进学生的发展。（ × ）（2019石家庄新华区）

69.【单选题】班主任程老师经常在正式组织的立场上，强势介入班级学生的

非正式群体之中，期待着班上的非正式群体转化为正式群体的构成，程老师认识

对待和介入学生非正式群体的状态最有可能属于（ C ）。 （2018山东聊城）

A.对话类型 B.无意识类型 C.粗暴干涉类型 D.旁观者类型

70.【单选题】考试时座位安排在第一排，离着监考老师很近，结果明明熟

记的答案却写不出来，这种现象属于（ D ）。【2019年德州市德城市】

A.社会惰化 B.社会压力 C.社会助长 D.社会抑制

71.【单选题】上作文课时，小于看到同学都动笔写出来了，就变得抓狂没

有思路，这体现了群体影响的（ A ）。【2020年东营市河口区】

A.社会抑制 B.社会惰化 C.社会助长 D.社会促进

72.【单选题】“三个和尚没水吃”、“吃大锅饭”等现象反映的是（ C ）。

A.社会促进 B.社会抑制 C.社会逍遥 D.社会干扰

73.【单选题】我国有句古老的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句话体现了（ B）。【2017年济南市历城区】

A.社会抑制效应 B.责任分散效应

C.破窗效应 D.鲶鱼效应

74.【单选题】老师让全班学生分小组讨论某一话题，小宇一开始坚持自己

的想法，但看到所在的小组大部分同学都表示认同另一种观点，于是小宇也放弃

了自己不同的观点，这种现象是（ A ）。【2018年聊城市莘县】

A.从众 B.服从 C.遵守 D.顺从

75.【单选题】在面对权威命令、社会舆论，放弃自己的意见，转而同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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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或其他多数人的意见。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称之为（ A ）。

A.服从 B.从众 C.认同 D.屈从

76.【判断题】看到别人穿好看的时装，自己也去买来穿上，这属于从众现象。

（ × ）。

77.【判断题】看到别人新买了 iphone11，自己也去买，这属于从众心理（ × ）。

78.【单选题】青少年喜欢追求时尚、赶时髦，这在心理学上叫做（ B ）。

A.晕轮效应 B.从众 C.模仿 D.服从

79.【判断题】青少年喜欢追求时尚、赶时髦，这一现象在心理学上成为模仿。

（ × ）（2021石家庄市直 2）
80.【单选题】有的人在群情激愤的群体中极易丧失理智，做出与其身份和个

性极其不相符的、与平时判若两人的举动来，这种现象属于（ D ）。

A.社会干扰 B.社会助长 C.群体极化 D.去个性化

81.【单选题】在许多人起哄的时候，平时文雅的学生也会表现得粗鲁无礼，

这种现象被称为（ C ）。（2019邯郸市直、2019河南平顶山）

A.从众 B.社会助长作用 C.去个性化 D.服从

82.【多选题】去个体化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包括（ABC）。

A.匿名性 B.责任分散 C.自觉性减少 D.群体规模大

83.【单选题】（ A ）是亲社会行为的动机基础，能够激发与促进亲社会

行为的发展，在道德培养过程中是最具有动力特征的因素。（2021石家庄市直）

A.移情 B.真诚 C.信任 D.尊重

84.【单选题】关于儿童攻击性行为的特点，下列说法有误的是（D ）

A.攻击型儿童受惩罚时其攻击性行为加剧

B.惩罚对于非攻击型的儿童能抵制攻击

C.父母的惩罚本身就给孩子树立了攻击性行为的榜样

D.惩罚一定是抵制儿童攻击行为的有效手段

85.【判断题】吸引与排斥，合作与竞争是课堂里主要的人际关系。（ √ ）

86.【单选题】人际排斥的特征表现为认知协调、情感冲突和（ A ）。【2020德州】

A.行动对抗 B.不团结、不信任

C.拉帮结伙 D.互相为难

87.【判断题】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

心理关系或互助关系。（ × ）（2020廊坊三河市）

88.【单选题】竞争有可能会使一部分学生过度紧张和焦虑，容易造成（ D ）

的课堂气氛。（2021沧州运河区）

A.非常积极 B.完全失控 C.非常消极 D.紧张或敌对

89.【多选题】人际关系建立与发展的阶段包括（ABCD）。

A.初步定向阶段 B.情感探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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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情感交流阶段 D.稳定交往阶段

90.【单选题】个体想要接触、交往、隶属某个群体，与他人建立并维持一种

满意的相互关系，这种需要属于人际需要的（ A ）。

A.包容需要 B.分配需要

C.情感需要 D.自我实现需要

【拓展题目】

1. 【多选题】反向社会化是指青年一代将文化知识传递给年长一代。下列属

于反向社会化的有（ABD）。

A.女儿向父母解释网络用语“潜水”的意思

B.学生告诉老师什么是“BOBO”头

C.弟弟向哥哥叙述自己的军旅生活

D.海外留学的子女向父母讲述海外的新鲜事物

2.【单选题】监狱中对罪犯的全面改造是属于（ D ）。

A.初级社会化 B.反向社会化 C.预期社会化 D.再社会化

3.【单选题】各级学校根据培养目标所设置的课程、组织的活动以及开展的

教育，这是（ B ）过程。

A.早期社会化 B.预期社会化

C.反向社会化 D.再社会化

4.【单选题】儿童在早期生活中，除亲子关系之外，在同龄伙伴中建立的社

会关系属于（ A ）。

A.同伴关系 B.师生关系 C.交往关系 D.一般关系

5.【多选题】学生的同辈群体是因年龄、兴趣、发展水平等因素相近或相同

而自发形成的群体，学生加入同辈群体的主要原因是同辈群体对其成员有（ BC）。
A.支持功能 B.保护功能 C.发展功能 D.吸引功能

6.【单选题】据有关调查，我国中学阶段青少年学生出现苦闷情绪时，除了

“闷在心里；不与别人说的学生之外，向伙伴求助者最多，占 32%；向父母求助

者次之，占 13%；向教师求助者最少，只占 4%，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学生同辈

群体对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具有（ A ）。

A.保护功能 B.缓冲作用 C.引导作用 D.发展功能

7.【单选题】同辈群体有助于发展学生表达自我的能力、展现自我的能力、

相互沟通的能力、竞争与合作的能力。这说明学生同辈群体对青少年学生的心理

健康具有（ D ）。

A.保护功能 B.缓冲功能 C.引导功能 D.发展功能

8.【单选题】亮亮和萌萌本是同桌兼好友，但由于亮亮没有帮助萌萌隐瞒其

抄作业的行为，萌萌对亮亮非常不满并要求换座位，王老师了解事情以后，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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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的交友原则方面对萌萌进行引导。【2021年济南市高新区/2021年山西太原】

A.广交朋友 B.乐交诤友 C.多交义友 D.不交损友

9.【单选题】大海和小刚是一对好朋友，两人经常一起学习、玩耍，并且拒

绝其他人加入。按照塞尔曼儿童友谊发展阶段理论，大海和小刚的友谊处于

（ C ）。【2021年济南市历下区】

A.单向帮助阶段

B.双向帮助但不能共患难的合作阶段

C.亲密的共享阶段

D.友谊发展的最高阶段

10.【单选题】小明让蕾蕾把她的玩具分给自己玩，如果蕾蕾不答应，那就不

是他的朋友了。小明处于儿童友谊发展的哪个阶段（ B）。（2020济宁梁山）

A.双向帮助关系阶段 B.单向帮助关系阶段

C.友谊发展成熟阶段 D.亲密的共享阶段

11.【单选题】王曼与李春两位同学在交往中表现出“不管我们相隔多远，我

们的感情一直没变”的关系。依据塞尔曼的友谊发展阶段理论，她们的友谊处于

（ C ）。（2019年山东省济南市南部山区）

A.双向帮助阶段 B.单向帮助阶段

C.最高友谊阶段 D.亲密共享阶段

12.【单选题】友谊是人际关系深化发展的结果，儿童友谊发展可分为 5个阶

段，其中，（ C ）的儿童开始对友谊的交互性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明显带有功

利性，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能长久保持如一。（2017年 7月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

A.不稳定阶段 B.单向帮助阶段

C.双向帮助阶段 D.亲密共享阶段

13.【单选题】学生友谊的发展要经历五个阶段，其中，（ C ）阶段的朋友

关系存在明显的排他性和独占性。（2019年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

A.单向帮助关系 B.双向帮助关系

C.亲密共享 D.发展成熟

14.【单选题】根据塞尔曼对意识观点采择能力的研究，儿童能够意识到每个

人都知道别人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仅知道别人有不同的观点，而且能够意识

到别人的观点，这属于（ B ）。（2021年 5月 23日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

A.社会和习俗系统的观点采择 B.自我反省的观点采择

C.社会信息的观点采择 D.相互的观点采择

15.【单选题】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可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我知道父母是为了

我好，让我好好学习，但是他们从来不顾及我的感受。根据塞尔曼对观点采择的

研究，该阶段的学生处于（ C）。（2022年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

A.相互的观点采择阶段 B.社会信息的观点采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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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自我反省的观点采择阶段 D.自我中心的观点采择阶段

16.【单选题】根据塞尔曼对观点采择的研究，儿童能从中立的第三者的角度

来看待自己和别人的想法与行为，这属于（ A ）。

A.相互观点采择 B.自我中心的观点采择

C.社会信息的观点采择 D.自我反省的观点采择

【配套习题】答案

1-5： × A A B × 6-10： A D B B D
11-15： A B D A D 16-20： B C A A C
21-25： C C D B A 26-30： A C B B B
31-35： C B D D B 36-40： A A B C A
41-45： C C × × √ 46-50： B A D B A
51-55： C D B C C 56-60： B D A √ D
61-65： D B B A CD 66-70： BCD ABCD × C D
71-75: A C B A A 76-80： × × B × D
81-85： C ABC A D √ 86-90： A × D ABCD A

【拓展题目】答案

1-5： ABD D B A BC 6-10： A D B C B
11-16： C C C B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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