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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理化冲突是处理分离的重要方式之一，请阐述以亲子关系为前提的
合理化冲突在沟通与交流中的意义。
1.（分离有难度的两个原因）父母对孩子管理的实质是对孩子的依赖（父
母很难与孩子分离，是因为父母在对孩子管理的同时，建立的是一种依
赖关系）；父母对孩子管理的实质是对孩子的补偿关系（核心：父母之
所以要孩子，一个目的是要完成自己未完成的愿望，弥补自己年轻时候
的缺憾。所以管孩子实际是再管当年错失良机的自己）
2.（总述合理化冲突的意义）处理分离有很多种方式，合理化冲突时其中
之一
3.（合理化冲突的表现形式）由于一个极小的时间激发大的事件，冲突强
度高，并会说出绝情的话（此处可举例说明）
4.（理论）社会心理动力学观点：合理化冲突可以阻断人们对分离的焦虑
5.（得到的效果）这样的冲突中，因对方“绝情”而暂时忘掉担心和依赖，
从而成功处理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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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伤痕文化”，谈谈爱上一个人和爱上一个时代应该如何理解
1.（总述理论）伤痕文化又称移情文化或迁徙文化；也是人际交往中典型的移情
现象。
2.返乡知青的文学作品受到人们的疯狂追捧，尤其是一些接近二十岁的少女，对
这些作者进行疯狂的追求。
3.（理论分析）情感的产生是深刻的一种需要，创伤和挫折是深刻的表现形式中
的两种。
4.（联系实际）人们往往会把对一类人的情感误以为是对一个人的情感。
5.（联系恋爱的实际解释二者）爱上一个人，体现的是恋爱的“排他性”和“唯
一性”，即总希望证明自己得到的是最珍贵的。这样的问题在于，一旦因为两人
心理发展程度差别较大或其它原因而分手，排他性易让人产生报复心理。而从另
一个角度看，爱上一个人的实质是爱上一类人之中的一个。分手之后应该看到这
一类人还有很多，因此可以有效地治疗失恋。结合这两者，就是既要珍惜眼前人，
又要在分开之后看到这一类人还有很多个体，那么感情可以迅速恢复。
 6.（联系如何不伤害人地拒绝一个不爱的人）“我非常感谢你喜欢我们这一类
人”。
 7.如果说伤痕文化是修通分离焦虑的方式之一;反之，文化皆可能有创伤的内涵，
修通焦虑也有自我修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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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什么有些领导要和员工保持距离？
1.（总论）这既是员工的需要，也是领导的需要
2.（领导角度）从领导的角度讲：（1）和员工保持距离更容易看到全局
（2）有利于企业变革性措施的应用，尤其是裁员，保证实施过程的公平
性和效率性
3.（员工角度）从员工的角度讲：（1）（首先从树立权威及其意义的角
度）权威就好像自己雕刻一尊塑像然后顶礼膜拜，权威其实是自己创造
出来的，即“二律背反”的概念，其目的是为了推掉自己身上的责任。
员工和领导保持距离，就可以把领导塑造成一个高高在上的，有强大力
量的形象。这种过度理想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的。（2）在去理想化过
程中会进一步拉开二者的距离。即在逐步接近理想化对象时，对方的事
实形象会去掉想象中的光环。由此员工可以认识到效益和个人能力的重
要性，从而变得理性。
4.（总）领导和员工均保持理性的态度对待彼此，即建立“联盟关系”而
不过多掺杂个人感情，有利于企业和个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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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父爱和母爱有什么联系与差别？请联系企业管理回答
1.（父爱和母爱的差别）父爱是有原则的，即要得到什么东西是要有代价
的；母爱是无原则的，如给婴儿喂奶，只要婴儿需要就会无条件给予
2.（适用于企业的表现形式）父爱式领导：太理性，让孩子以为什么都要
换，由此将彼此之间的界限划得太过分明，没有温情；母亲式领导：增
加对方对人情偿还的压力，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造成表面上的“母亲太好，儿子不孝”，把感情弄成亏欠的游戏，把爱
曲解成内疚
3.（联系）载体不一定是固定的（即具体是谁扮演“父亲”的角色，谁扮
演“母亲”的角是不确定的）
4.（企业应该如何处理二者关系）一方面，不应该对员工无原则地施加感
情，更不应该把这种感情转化为员工的内疚，以致让员工觉得无以报答
而使企业解体。另一方面，企业也不应该太苛刻，应该保持一定的温情。
（举例：河南话务员的文化状态。公司在要求员工的同时也在为员工着
想，用丰富的活动给员工减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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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权威是什么？为什么有人喜欢挑战权威？
1.（权威定义）权威是人们通过模仿偶像而建立自信的方式之一
2.（权威作用）凝聚群体动力，确立群体规范，成为组织象征（如马云、
乔布斯等已经成为品牌）
3.（挑战权威的原因）是一种树立独立人格的方式。比如孩子自小讲父母
树立为权威，但到了一定年龄要质疑父母。这样的质疑有利于形成独立
人格。（员工也是一样）这种质疑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心灵成长中的一
个过程
4.（理论）“二律背反”，即树立了神，又要去神，体现的是心理需要的
不断变化。这样的挑战可能是“去神”的过程，也可能是从独立一个神
到“诸神”的过程。从神坛上下来，会更加安全......



                           复习题

六．为什么总要在马上时限到是才开始工作？

1．（总述）这是一个社会心理现象

2.（原因之一）不自信。即在抱怨中度过之前的时间

3.（原因之二）追求完美。在之前的时间中想象完美而浪费时间，使结果

往往不尽如人意。对策：“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4.（原因之三）期待在做好所有准备之后再发生事情。对策：认识到从来

没有真正准备好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狭路相逢”，意外才是沟通

与交流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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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距离谈谈外倾情感型的人在人际交往中有哪些特点？

1.（什么是外倾情感型）这是一种人格类型，即一种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

2.（特点）热情，交际广，处理感情的时候现实，最显著的是，对他人宽

容，对自己苛刻（对别人开放，对自己传统）。

3.（举例）宋耀如：为子女提供好的教育环境，慷慨资助孙中山革命，人

脉广，很现实，也很热情，但对自己孩子的婚姻很保守；老大妈：对年

青一代的同居采取宽容态度并积极提供帮助，但绝不能容忍发生在自己

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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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欧美国家频发校园（或其他公共场所）枪击案，结合社会行为与人

格特点解读

1.（理论）核心：一个内心不安全的人更容易主动对人发起攻击来缓解内

心的不安

2.（社会角度）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自运行。这样的运行方式虽然有效

率，但容易失去人性化的一面。个人生活枯燥，并且一旦社会作为一个

系统伤害自己，会找不到伤害的源头然后盲目报复（如谢逊和成昆的例

子，就是成昆利用了自运行系统，在伤害谢逊后躲在了自运行系统的后

面，成功让谢逊盲目报复）

3.（反思）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总需要温情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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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社会禁忌与人际沟通规则的联系

1.社会禁忌是制定人际沟通规则的重要方式之一。

2.禁忌如同雷区，制定规则的过程如同扫雷

3.制定的过程应先暴露个人禁忌，避免触雷，从而制定扫雷规则

4.除此之外，还应该定期交流，翻新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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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为什么总觉得自己的钱是血汗钱，别人的钱是不义之财？

1.（理论）对自己的态度是内归因的表现，对他人的态度是外归因，即认

为自己的成功靠自己，别人成功靠爹妈

2.（恶果）这样的想法会造成不公平，引发社会冲突

3.（正确）应该平等看待运用人际关系的人。如普京和曾国藩的发迹都有

人际关系的成分，但不应该因此而其实对方看不到其真正的能力。利用

资源不可耻，滥用资源才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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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男人“惧内”是传说还是事实？
    就事件而言，属于情感的危机管理；就社会控制而言，是是群体刻板心理共识
下形成的责任约制。
    1.男人的惧内是一种“应激惧内”，“因时因地的惧内”。
当男人一旦发现情感诱惑的不安全因素，撤离不易，又不愿继续陷入时，可能向
妻子示弱，请求帮助。妻子审时度势，及时帮助丈夫渡过难关，整个过程属于情
感的“危机管理”，
    2.社会控制（欲望)的“间接管理”。
    某些个体的自我控制永远不能完全抵御社会本我（原始本能如攻击性、破坏欲、
怜香惜玉，不善于处理与异性的边界等）的冲击，只有通过默许他人对自己的管
理方能摆脱欲望的控制。正如男人的“气管炎”（惧内），智慧男人群体通过女
性“间接管理自己欲望”的合理化方式，是男女在社会潜意识层面的一种默契，
而不是单纯控制那么简单。
    3.“示弱”是一种修为。
在欲望信息（很多变相包装成时尚的东西）多元、多维传递的世界里，个体试图
靠自己彻底控制欲望的能力已变得衰微，被动接受组织的管理；主动与他人结成
抵抗诱惑的安全联盟；通过信仰力量与他人修行、修通也是一种方式。“敢于示
弱，适时示弱，及时示弱”更是强者的最高修为之一。
    4.“惧内”不是传说，是社会化的成果之一，也是继续社会化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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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单亲家庭的孩子是否有问题？
   既是社会某些群体的刻板印象和社会偏见，也与单亲家长的反向自我暗示有关
系。
1.基于刻板印象和社会偏见的群体无意识排他行为。
       当社会资源有限，某些群体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争夺资源时，可能无意
识强调
本群体的“优越性”，突出其他群体的问题性和特殊性，单亲家庭群体的所谓
“问题”
极有可能是这种社会偏见的“社会产品”。
2.单亲家长的反向自我暗示。
“单亲家庭的孩子有问题”的说法更多是这个群体中某些人的反向自我暗示。也
就是说，
很多非单亲家庭的人受到了单亲家庭群体自卑情结的暗示，“人必先自侮，后有
他人侮
之，国必将自伐，而后有他国伐之”。所以，单亲家庭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其他
群体的
看法，而是一种自我认知的问题，如果不自我边缘化，不“自我放逐”，也许问
题未必真的会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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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离婚是否一定会伤害到孩子？

1.如果孩子能够阻挡婚姻的解体，那么往往不是因为孩子，而是夫妻的情

感还在。2.如果维持一种虚假的婚姻，即使孩子还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中生

存，但是他的内心已经不完整了。因为，感情对他来讲已经可能是“一

场彻头彻尾的谎言或者是虚假的繁荣”，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能够结束

一段情感追求另一段情感当然还好，总比对情感的真实彻底失去信心要

幸运得多。

3.所以，离婚未必一定伤害到孩子，关键是双方的心理还不够释然，和离

婚者对其他群体的一种自卑暗示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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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试结合群体心理学理论解读“情人”现象？关注“子人格”和
“离婚成本”、“规则摆动”。
（一）1.角色扮演是社会人格有限摆动的需要。2.所谓有限摆动，就是一
种先入为主的角色会迫使社会成员屈从于规则，如同一个细细的铁链可
以拴住一头凶猛的野兽，问题是它自己画地为牢。3.所以，经常出现的角
色扮演只是一些“子人格”围绕核心人格（先入为主）的规则摆动，浅
尝辄止。4.所以，“情人现象”很多只是这类子人格的摆动，尤以有婚姻
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情人”行为更加典型：有的希望另外证明一下魅力，
有的觉得只有一个的理解是不够的，当然婚姻不幸的又无法摆脱家族
“魔咒”人对于“情人”的动力会更强。但是，角色扮演就是角色扮演，
这种人际互动还是有界限的。5.所以，情人是一个“子人格群体”，真正
破茧而出还是要充分考量互动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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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试结合群体心理学理论解读“情人”现象？关注“子人格”和
“离婚成本”、“规则摆动”。
（二）离婚在中国有太多的成本，中国的婚姻是很多人的“移情产品”：
那些希望爱情变成传奇，情人变成情圣的人把太多自我的情感理想化的
需要注入别人的婚姻中，于是中国的离婚至少造成了部分投注情感到别
人婚姻中的很多人的“失恋”，
（三）所以，当“婚姻”变成某些人维持爱情传奇需要的“客体”的时
候，婚姻要离就不容易了。而那些“两人的婚姻就是两个家族联姻”的
婚姻模式要解体，难度就更大，尽管夫妻的矛盾往往就是来自两大家族
的文化对决。所以，中国的离婚问题不可避免是重要的社会问题。社会
侵犯往往在常不相关的人对某一个群体的“投射性认同”或某些家族对
某一群体的“观念灌输”等社会行动中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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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试阐述宗教与群体心理？
宗教满足了一些人心中对于神秘感追求的需要，“不可捉摸的往往是有
价值的”，也可以强化社会动机，激发社会行为。
1.宗教的礼仪和程序也是现代科层制秩序的来源之一，边界的坚持和心身
的犒赏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2.宗教也是克制经济消费贪婪欲望的设置之一，西方尤为如此，在社会学
中介绍的很多。
3.宗教描述和分析神秘现象，但是它的很多生存法则是现实的，经历了很
多社会侵犯与社会问题的冲突而存在。
4.宗教是一种社会思考方式，当自然难以理解、社会难以解读的时候，有
些人以“不思考，只信仰”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生活。
5.但是，信仰宗教与培养安全意识并不矛盾。巴西车手塞纳的悲剧也许印
证了这一点。
6.宗教和社会心理学的关系：我们分析它的目的，是想更近的面对现实。



如何复习本课程？

        
1.以复习题为参考准备期末考试 ;
2.同时结合视频课程讲解加深理解；
3.答案虽有各种解读方式，考试请以复习
资料原文为准；
4.考题形式为选择题和判断题。祝成
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