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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心理学 

课程考试大纲 

 

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人际关系心理学》是本专业的主要课程，是运用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和研究

方法来探讨人际关系心理方面客观规律的心理学分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是

从微观的、心理的层面去研究两人交往中所形成的关系，为社会科学提供理论和

实践依据；在自学过程中，考生应注意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掌握，还应掌握一

些促进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方法和技巧。 

《人际关系心理学》的任务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其理论任务就是要全

面揭示与阐明人际关系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机制，分析人际关系的理论基础，

弄清楚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的交互作用的方式，以及人际关系体系中的运作，

探讨人际态度、社会知觉、自我知觉、心理控制、人际影响、人际吸引、人际冲

突和群体行为等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建立人际关系心理学所独有的概念、术语、

范畴体系，为进一步完善人际关系心理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提供依据，为丰富和发

展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积累素材。其实践任务是将人际关系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

于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为社会现实生活服务，为目前的改期开放

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同时还要纠正现实社会中某些畸形的人际关系，减少和堵

塞人际冲突、人际内耗，进而增强群体内聚力，用科学的人际关系心理学理论和

方法处理、调整和改善不良的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新型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 

二、课程目标（评价目标）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和要求是提高应考者熟练掌握人际关系心理学的基本理

论知识、理解人际关系相关理论以及人际互动的发展过程。运用人际关系心理学

解决实际问题。 

1.了解人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基础社会交换理论、社会需要理论、社会实在理论

和互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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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掌握人际关系的发展阶段包括觉察相识、表面接触、亲密互惠、稳固相容；

3.能灵活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一般的人际关系心理现象，掌握人际交往的原

则与艺术，提升个人人际魅力，解决人际冲突。正确处理和改善人际关系，建立

和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 

4.掌握调适人际障碍适应以及应用于教学的团体辅导方案。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区别 

与本课程相联系的课程是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团体辅导。本课程主

要讨论人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的应用，其它课程作为本课程的前置基础。作为一

门应用科学，它是基础理论研究和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综合性的、

实践性的边缘学科。人际关系心理学是应用心理学领域中的一门基础性学科。 

四、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重点掌握相关的人际关系心理学理论基础、人际关

系的发展阶段，使考生能够掌握人际关系心理学的规律和原理，同时也能够将所

学知识运用到人际魅力的提升、人际冲突处理和人际障碍调适。并将教材活动篇

部分应用于考生今后教学以及工作中，建立良好的同事关系以及建立良好的班级

或企业文化。 

 

Ⅱ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规定

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四个能力层次是递进关系，各能力层次的含义是： 

识记（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人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

基础，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正确的表述、选择和判断。 

领会（Ⅱ）：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课程中有关人际关系心理学理论基

础的内涵及外延，理解相关人际关系心理学理论基础的区别和联系，并能根据考

核的不同要求对人际关系心理学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证，做出正确的判断、解释和

说明。 

简单应用（Ⅲ）：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人际关系心理学心理事实以及相

关研究成果，对人际关系心理学进行某一实际领域的分析和论证，得出正确的结

论或做出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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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应用（Ⅳ）：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人际关系心理学知识，对不同类

型人际冲突以及人际障碍调适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分析，针对学习问题开

展相应的团体辅导操作。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编 走近人际关系心理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本章，了解心理健康的衡量标准，掌握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保持心理

健康有何意义，从而理解良好的人际关系与人的需要有什么关系以及良好的人际

关系与人的成功有什么关系。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了解心理健康的衡量标准，掌握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保持心理健康有何意

义，从而解释人际关系的需求类型与倾向之间的关系。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人际关系心理学；心理健康；需要。 

2.领会：（1）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心理健康的意义；（2）良好的人际关

系是人的需要满足的条件；（3）人际关系的需求类型与倾向；（4）良好的人际

关系为个体的成功打下基础。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能举例说明本章核心概念的定义及其内涵。 

2.综合应用：能结合理论原理联系实际分析论述，逻辑思维清楚，合理解决

实际问题。 

五、本章关键问题 

教学重点是理解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心理健康的意义；教学难点是理解良

好的人际关系对心理健康以及个人成功的意义。 

第二编 人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本章，认识人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人际关系的发展阶段以及衡量

人际关系深浅的标志。从而指导我们在人际交往中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规律，通

过遵循这些规律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或个体与群里之间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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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个体心理健康和成功起到积极正向作用。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理解人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基础社会交换理论、社会需要理论、社会实在理

论和互动理论。了解人际关系的发展阶段和衡量人际关系深浅的标志。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亲和动机；（2）成就动机；（3）赞许动机；（4）人际交往

的基本模式。 

2.领会：（1）人际关系发展要经历觉察相识、表面接触、亲密互惠、稳固

相容这四个阶段；（2）衡量人际关系深浅的标志是自我暴露的程度；（3）良好

的人际关系建立的条件是交往双方的需要得到满足或者相对满足的基础之上，一

定的时空条件以及一定的人际交往技巧。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能举例说明亲和动机、成就动机、赞许动机的概念的内涵。 

2.综合应用：能结合理论原理联系实际分析论述良好的人际关系建立的条件

以及衡量人际关系深浅的标志。 

五、本章关键问题 

教学难点是理解人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基础社会交换理论、社会需要理论、

社会实在理论和互动理论；本章的教学重点是理解人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以

及结合实例说明良好的人际关系建立的条件。 

第三编 人际关系与人格类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本章理解人格对人际交往的影响，以及 MBTI 与人际关系的关系，了解

如何通过人格测试来规避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或不适。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理解人格对人际交往的影响，掌握如何使用 MBTI人格测试以及分析相关测

试结果。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人格；（2）心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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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会：（1）人格对人际交往的影响；（2）不同心理类型的人格特征及其

在人际关系上的特点；（3）学习和使用 MBTI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能举例说明人格以及心理类型的定义及内涵。 

2.综合应用：能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解释人格对人际交往的影响；能举例说明

如何使用 MBTI人格类型测验，了解自己属于 16种人格类型中的哪一种。以及这

样的人格类型在人际交往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五、本章关键问题 

教学重点是理解人格对人际交往的影响，教学难点是学会使用 MBTI 人格类

型以及解释不同人格类型个体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第四编 人际交往原则与艺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人际交往的原则，分析如何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体现出人

际交往的艺术。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理解人际交往每个原则的具体内涵，掌握在人际交往中如何遵守任意原则。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诚信原则；（2）平等、尊重原则；（3）交换原则；（4）自

我价值保护原则；（5）情境控制原则；（6）宽容原则；（7）适度原则。 

2.领会：（1）在人际交往中如何做到诚信原则、平等、尊重原则、交换原

则、自我价值保护原则、情境控制原则、宽容原则、适度原则；（2）听和说的

艺术；（3）给人留下良好印象的艺术；（4）其他技巧。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能举例说明情境控制原则、自我价值保护原则等本章核心概念

和内涵。 

2.综合应用：能结合理论原理联系实际分析论述如何遵守人际交往原则；同

时结合自身人际交往的经验，掌握人际交往的艺术。 

五、本章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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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是理解人际交往的原则；教学难点是根据人际交往的原则和规律，

掌握人际交往的艺术。 

 

第五编 人际魅力提升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认识人际魅力形成规律，掌握人际魅力提升技巧。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学习人际魅力形成的规律；掌握人际魅力提升技巧。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领会：（1）外貌式吸引；（2）邻近式吸引；（3）相似式吸引；（4）互

补式吸引；（5）交换式吸引；（6）个人品质吸引；（7）异性吸引；（8）管理

好自己的第一印象。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能举例说明人际魅力形成规律的内涵。 

2.综合应用：能结合理论原理联系实际分析论述如何提升个人人际魅力。 

五、本章关键问题 

教学重点是理解人际魅力形成规律；教学难点是掌握如何提升个人人际魅

力。 

第六编 人际冲突处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认识人际冲突的含义、产生和影响，了解人际冲突的类型和

过程，掌握人际冲突的解决，了解与冲突处理有关量表的使用方法及结果解释。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认识人际冲突的含义、产生和影响，了解人际冲突的类型和过程以及如何通

过与冲突处理有关的量表量化人际冲突，掌握如何处理人际冲突。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人际冲突；（2）人际冲突的类型。 

2.领会：（1）人际冲突产生的起因；（2）人际冲突造成的影响；（3）人

际冲突的类型；（4）人际冲突的过程；（4）解决人际冲突的步骤；（5）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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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冲突的原则；（6）处理人际冲突的原则；（7）处理冲突的倾向调查表；（8）

平息人际冲突能力测验。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能举例说明本章人际冲突、人际冲突的类型等核心概念和内涵。 

2.综合应用：能结合理论原理联系实际列举自己在人际交往中遇到的人际冲

突，以及该冲突的起因和影响，利用人际冲突的解决理论知识，分析讨论如何解

决自身的人际冲突。 

五、本章关键问题 

教学重点是理解人际冲突的含义、产生和影响，以及人际冲突的类型和过程；

教学难点是如何根据人际冲突理论知识解决自身人际冲突，以及如何使用与冲突

处理有关的量表。 

 

第七编 人际障碍调适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认识人际交往中的心理障碍及调适，识记人际肿瘤防治相关

核心概念及内涵。分析人际交往中的心理障碍，从而深入剖析人际障碍调适的方

法。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掌握人际交往中的心理障碍及其调适方法，识记刻板印象、晕轮效应等人际

障碍调适相关核心概念，结合自身经验分析人际交往中的心理障碍及调适。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刻板印象；（2）晕轮效应；（3）投射作用。 

2.领会：（1）人际交往中的心理障碍及调适：自我中心、自卑心理、羞怯

心理、猜疑心理、嫉妒心理、孤僻心理、逆反心理；（2）人际肿瘤防治：成见、

偏见、完美主义的期待；（3）人际交往中的心理障碍分析：积极地投入到人际

交往中来、调整认知结构、培养良好的个性品质、学习交往技能；（4）人际障

碍调适：改变自己的认知、改变自己的行为、团体训练。 

四、本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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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单应用：能举例说明本章刻板印象、晕轮效应、投射作用核心概念和内

涵。 

2.综合应用：能结合理论原理联系实际分析论述如何对人际教务中的心理障

碍进行调适，结合个人经验分析如何将人际障碍调适的方法应用于人际交往。 

五、本章关键问题 

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是如何对人际障碍进行调适。 

说明：专题篇：两性关系专题第 8章、第 9章、第 10章因涉及到的内容注重理

论基础，对自考专科来说相对较难，因此本考试大纲未对这几章内容做出具体考

核要求，只需要自考学生自学时了解即可。 

第十一编 走近萨提亚女士，走近萨提亚模式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维吉尼亚·萨提亚的简介及萨提亚模式，分析萨提亚模

式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了解萨提亚模式的理论基础及过程，分析萨提亚模式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领会：（1）维吉尼亚·萨提亚是谁；（2）何以称为萨提亚模式；（3）

萨提亚模式与人际关系；（4）萨提亚模式的核心信念与人际关系；（5）萨提亚

模式的五大元素与人际关系；（6）萨提亚模式的四大目标与人际关系；（7）萨

提亚模式的第三度诞生与人际关系。 

第十二编 人际关系的核心——与自己的关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如何利用与自己的关系理论基础，将本章学习内容应用

于个人学习与生活中。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了解人际关系的核心——与自己的关系理论基础，分析如何将本章内容应用

于自身，处理好自己与自己的关系。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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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会：（1）人际关系的核心—与自己的关系核心理论、活动的主要目的、

内容整体设计；（2）表达性自我介绍、与情绪一起喝咖啡、与观念一起谈情说

爱；（3）悦纳自己；（4）完善自己。 

第十三编 人际关系的应用——与他人的关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如何利用与他人的关系理论基础，将本章学习内容应用

于个人学习与生活中。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了解人际关系的应用——与他人的关系理论基础，分析如何将本章内容应用

于自身，处理好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领会：（1）人际关系的应用—与他人的关系核心理论、活动的主要目的、

内容整体设计；（2）洞见人性困扰的真面目；（3）健康有效的一致性沟通；（4）

使用爱的语言。 

第十四编 人际关系的源头——与原生家庭的关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如何利用与原生家庭的关系理论基础，将本章学习内容

应用于个人学习与生活中。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了解人际关系的源头——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分析如何将本章内容应用于自

身，处理好自己与原生家庭的关系。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领会：（1）人际关系的源头—与原生家庭的关系核心理论、活动的主要

目的、内容整体设计；（2）家庭规条；（3）家庭图；（4）家庭重塑；（5）重

要他人的影响。 

第十五编 初次相识 

一、课程内容 

（一）最佳拍档 

（二）猜猜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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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棒打薄情郎 

（四）连环炮 

（五）大叔与松鼠 

（六）开火车 

二、考核要求 

   掌握如何在实际工作或学习中应用本章学习内容。 

第十六编 建立信任 

一、课程内容 

（一）信任之旅 

（二）信任考验 

（三）信任圈 

二、考核要求 

   掌握如何在实际工作或学习中应用本章学习内容。 

第十七编 自我探索 

一、课程内容 

（一）自画像 

（二）我了解自己吗？ 

（三）生命线 

（四）目光炯炯 

二、考核要求 

   掌握如何在实际工作或学习中应用本章学习内容。 

第十八编 共同成长 

一、课程内容 

（一）你的难题我来解 

（二）脑力震荡 

（三）秘密大会串 

（四）勇于承担责任 

（五）报数 

（六）快乐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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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要求 

   掌握如何在实际工作或学习中应用本章学习内容。 

第十九编 综合一 

一、课程内容 

（一）挤眉弄眼；词语接龙；左右护法；你说我做；自我成长体验—人际关

系中的我。 

（二）20个“我是谁”；这是我的花生；周哈里窗；暖身活动；我拿鸡蛋

我来说。 

（三）上课演示教案；谁先出局；价值观体验；创意射飞机；最舍不得的人。 

（四）合力吹气球；捆绑过关；七手八脚。 

二、考核要求 

   掌握如何在实际工作或学习中应用本章学习内容。 

第二十编 综合二 

一、课程内容 

（一）终极密码战；“画”中有话；独木桥；蒙眼作画；冒险气球。 

（二）我说你做；微笑一分钟；找领袖；突围闯关；飞来横祸。 

（三）Discovery；我是谁；优点与缺点。 

二、考核要求 

   掌握如何在实际工作或学习中应用本章学习内容。 

第二十一编 校园——恋人板块 

一、课程内容 

（一）水手与姑娘 

（二）理想伴侣 

（三）爱情大拷问 

（四）众志成城 

（五）瞎子背瘸子 

（六）你怎么看他/她？ 

（七）你在看我吗？ 

二、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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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如何在实际工作或学习中应用本章学习内容。 

第二十二编 家庭领域活动 

一、课程内容 

（一）Happy family 

（二）新居落成 

（三）再选你的父母 

（四）幸福感小测试 

（五）谁是你的重要他人？ 

二、考核要求 

   掌握如何在实际工作或学习中应用本章学习内容。 

Ⅳ  有关说明和实施要求 

为了使本大纲的规定在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考试命题中得到贯彻落实，现

对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并提出具体实施要求。 

（一）关于考核目标的说明 

为了使考试内容具体化和考试要求标准化，本大纲在列出考试内容的基础

上，对各章节规定了考核目标，包括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课程中各章的内容

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

别按 3个能力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3个能力层次从低到高依次是：识记、理解、应用。各能力层次的含义是：

（1）识记：要求考生知道本课程中的名词、概念、原理、知识的含义，并

能正确认识或识别。 

（2）领会：要求在识记的基础上，能把握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和基本方法，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3）应用：要求在领会的基础上，运用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

基本方法中的少量知识点，分析和解决一般的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 

（二）关于自学教材 

1. 指定教材：《人际关系心理学》，彭贤、马千珉主编，北京交通大

学出版社，2019年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4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每一

章节的考试知识点以及具体的考核要求已一一陈述，考生在进行本课程考试准备

时建议以本考试大纲你为考试复习提纲，然后填充具体内容。本课程共 5学分。

考生在自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开始阅读指定教材前，可以先查看此考试大纲熟悉指定教材的具体学

习内容以及重难点； 

（2）人际关系心理学主要考察内容以实践为主，自学时应特别注意按照各

个章节的具体要求有重点的学习和掌握； 

（3）自学应考者在使用本大纲的过程中，除了应认真学习指定的必读书外，

还应结合有关的参考书目和案例来学习。 

（四）对社会助学者的要求 

1.社会助学者应明确本课程的性质与设置要求，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

和考核目标，把握指定教材的基本内容，对自学者进行切实有效的辅导，引导他

们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防止自学中的各种偏向，体现社会助学的正确导向。 

2.社会助学者应以本考试大纲为此课程学习的提纲，再次基础上重点使考生

理解核心概念或理论的内涵，再次基础之上，能指导学生将人际关系心理学应用

于个人以及与他人相处过程中，能以自身为参考物，解决相应实践问题。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要求 

（1）本课程的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试题量以中

等水平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答完全部试题为度。评分采用百分制，60分为及格； 

（2）本大纲对教材各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都属

于考试范围，应以此来确定命题的内容、能力层次和重点。考试命题既要覆盖到

章，又要避免面面俱到。要注意突出课程的重点、章节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

盖度； 

（3）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 10％，

理解占 30％，应用占 60％； 

（4）要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

难 4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 3：3：2：2； 

（5）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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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答题、论述题等题型。  

 

附录：考试题型 

一、填空题 

1.人际关系作为早期行为科学理论之一，也称          ，1993 年由哈佛

大学教授          创立。 

二、单项选择题 

1.人际关系心理学与（      ）的联系最为密切。 

A、社会学        B、行为科学        C、社会心理学       D、教育学         

三、名词解释 

晕轮效应、刻板印象、投射作用 

参考答案： 

晕轮效应：就是在人际交往中，人身上表现出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掩盖了其

他特征，从而造成人际认知的障碍； 

刻板印象：主要是指人们对某个事物或物体形成的一种概括固定的看法，并

把这种看法推而广之，认为这个事物或者整体都具有该特征，而忽视个体差异； 

投射作用：指将自己的特点归因到其他人身上的倾向。 

四、简答题 

1.人际冲突的原因有哪些？ 

2.人际交往的原则有哪些？。 

参考答案： 

1.人际冲突的原因：容忍力的降低；差异处理不良所造成的后果；彼此的竞

争所造成的后果；对误会及传言等所产生的情绪压抑造成的后果；需求未被满足

而造成的后果；偏颇的因素造成的后果；不清楚的角色、职责及责任的划分所造

成的后果。 

2.人际交往的原则：多媒体有助于提高信息加工的深度和效率；可促进记忆；

可以增强学习动机；促进积极主动建构；漫游；迷向；认知超载。 

五、论述题 

1.试述影响人际吸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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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主要因素有三类：（1）情景因素。包括人际间的交往距离、交往频率、

交往中的集群性和个体的体验性等。（2）个人特质因素。包括个体的外貌、才

华和能力以及个性心理品质等。（3）类似和互补。交往对象的熟悉，态度的相

似，兴趣爱好价值观的一致，需要和个性的互补，都影响人际吸引的深度和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