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装心理学

[1] 题目类型.单选题

[1] 大题题干.

请问今天是视频材料，仅仅是视频哦。中有几个问题

[1] 正确答案.A

[1] 难易度.易

[1] 选项数.5

[1] 选项 A.

2

[1] 选项 B.

3

[1] 选项 C.

4

[1] 选项 D.

5

[1] 选项 E.

6



[2] 题目类型.单选题

[2] 大题题干.（）是时尚最为显著的特征

[2] 正确答案.C

[2] 难易度.易

[2] 选项数.4

[2] 选项 A.普及性

[2] 选项 B.周期性

[2] 选项 C.新奇性

[2] 选项 D.长期性

[3] 题目类型.单选题

[3] 大题题干.时尚的新奇性主要体现在：

[3] 正确答案.B

[3] 难易度.易

[3] 选项数.4

[3] 选项 A.传统元素

[3] 选项 B.创新设计

[3] 选项 C.经典款式

[3] 选项 D.大众喜好

[4] 题目类型.单选题

[4] 大题题干.时尚的普及性是指：

[4] 正确答案.C

[4] 难易度.中

[4] 选项数.4

[4] 选项 A.只有少数人能享受

[4] 选项 B.价格昂贵



[4] 选项 C.大众可接受

[4] 选项 D.仅限于特定群体

[5] 题目类型.单选题

[5] 大题题干.时尚的周期性通常表现为：

[5] 正确答案.B

[5] 难易度.中

[5] 选项数.4

[5] 选项 A.一成不变

[5] 选项 B.快速更迭

[5] 选项 C.长期稳定

[5] 选项 D.季节性变化

[6] 题目类型.单选题

[6] 大题题干.有关服饰起源的学说下面不正确的是（）

[6] 正确答案.D

[6] 难易度.易

[6] 选项数.4

[6] 选项 A.装饰说

[6] 选项 B.身体保护说

[6] 选项 C.巫术说

[6] 选项 D.模仿说

[7] 题目类型.单选题

[7] 大题题干.以下哪个因素最不可能影响一个人的自我概念

[7] 正确答案.C

[7] 难易度.易

[7] 选项数.4

[7] 选项 A.文化背景

[7] 选项 B.经济状况



[7] 选项 C.天气变化

[7] 选项 D.教育水平

[8] 题目类型.单选题

[8] 大题题干.在职业装的选择上，自我概念通常如何体现

[8] 正确答案.A

[8] 难易度.中

[8] 选项数.4

[8] 选项 A.保守与开放

[8] 选项 B.正式与随意

[8] 选项 C.昂贵与廉价

[8] 选项 D.传统与现代

[9] 题目类型.单选题

[9] 大题题干.时装知觉涉及：

[9] 正确答案.B

[9] 难易度.易

[9] 选项数.4

[9] 选项 A.历史知识

[9] 选项 B.流行趋势

[9] 选项 C.数学计算

[9] 选项 D.物理定律

[10] 题目类型.单选题

[10] 大题题干.个人知觉指的是：

[10] 正确答案.B

[10] 难易度.中

[10] 选项数.4

[10] 选项 A.对外界环境的感知

[10] 选项 B.对个人内心世界的感知



[10] 选项 C.对他人行为的感知

[10] 选项 D.对数字的感知

[11] 题目类型.单选题

[11] 大题题干.视觉系统在服装知觉中主要涉及：

[11] 正确答案.A

[11] 难易度.易

[11] 选项数.4

[11] 选项 A.颜色识别

[11] 选项 B.温度感知

[11] 选项 C.声音辨别

[11] 选项 D.味道鉴别

[12] 题目类型.单选题

[12] 大题题干.服装的触觉知觉主要关注（）

[12] 正确答案.A

[12] 难易度.中

[12] 选项数.4

[12] 选项 A.服装的质地

[12] 选项 B.服装的大小

[12] 选项 C.服装的重量

[12] 选项 D.服装的品牌

[13] 题目类型.单选题

[13] 大题题干.意识、无意识、前意识，这是精神分析学说的（）

[13] 正确答案.A

[13] 难易度.易

[13] 选项数.4

[13] 选项 A.分区观点

[13] 选项 B.结构观点



[13] 选项 C.动力观点

[13] 选项 D.发展观点

[14] 题目类型.单选题

[14] 大题题干.下列不是进化心理学的基本观点（）

[14] 正确答案.C

[14] 难易度.易

[14] 选项数.4

[14] 选项 A.遗传变异

[14] 选项 B.自然选择

[14] 选项 C.生物选择

[14] 选项 D.适者生存

[15] 题目类型.单选题

[15] 大题题干.进化心理学研究的核心是：

[15] 正确答案.C

[15] 难易度.易

[15] 选项数.4

[15] 选项 A.个体行为

[15] 选项 B.本能心理

[15] 选项 C.物种的进化过程

[15] 选项 D.广义适合度

[16] 题目类型.单选题

[16] 大题题干.广义适合度在进化生物学中指的是：

[16] 正确答案.B

[16] 难易度.易

[16] 选项数.4

[16] 选项 A.物种的普遍适应性

[16] 选项 B.遗传相关性的个体之间的适合度



[16] 选项 C.环境适应能力

[16] 选项 D.生存竞争的强度

[17] 题目类型.单选题

[17] 大题题干.从进化心理学角度看，人们倾向于购买哪些商品

[17] 正确答案.B

[17] 难易度.易

[17] 选项数.4

[17] 选项 A.明显落后于时代的产品

[17] 选项 B.能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商品

[17] 选项 C.只能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产品

[17] 选项 D.与他人完全相同的商品

[18] 题目类型.单选题

[18] 大题题干.进化心理学中，消费行为可能有哪些功能

[18] 正确答案.D

[18] 难易度.中

[18] 选项数.4

[18] 选项 A.展示个人财富

[18] 选项 B.增强社会身份

[18] 选项 C.提升生活质量

[18] 选项 D.所有以上

[19] 题目类型.单选题

[19] 大题题干.消费者行为的近因通常指的是：

[19] 正确答案.B

[19] 难易度.易

[19] 选项数.4

[19] 选项 A.消费者的长期心理特征

[19] 选项 B.特定情境下的即时影响因素



[19] 选项 C.产品的客观属性

[19] 选项 D.社会文化背景

[20] 题目类型.单选题

[20] 大题题干.在阿波克隆比&费奇效应中，身体优势指的是（）

[20] 正确答案.C

[20] 难易度.易

[20] 选项数.4

[20] 选项 A.身体力量

[20] 选项 B.身体健康

[20] 选项 C.身高和外貌

[20] 选项 D.体育能力

[21] 题目类型.单选题

[21] 大题题干.女性在购物时更注重：

[21] 正确答案.C

[21] 难易度.易

[21] 选项数.4

[21] 选项 A.产品功能

[21] 选项 B.价格

[21] 选项 C.设计和外观

[21] 选项 D.购物速度

[22] 题目类型.单选题

[22] 大题题干.埃里克森提出了人格发展的( )

[22] 正确答案.A

[22] 难易度.中

[22] 选项数.4

[22] 选项 A.心理社会渐成说

[22] 选项 B.生物渐成说



[22] 选项 C.自我渐成说

[22] 选项 D.建构学说

[23] 题目类型.单选题

[23] 大题题干.埃里克森认为，人格的唯独包括( )

[23] 正确答案.A

[23] 难易度.中

[23] 选项数.4

[23] 选项 A.内外倾、神经质和精神质

[23] 选项 B.共同特质和个别特质、表面特质和根源特质

[23] 选项 C.内外倾、情绪的稳定性和精神病特质

[23] 选项 D.共同特质和个别特质、首要特质、中心特质和次要特

质

[24] 题目类型.单选题

[24] 大题题干.艾森克的人格理论属于人格的( )

[24] 正确答案.C

[24] 难易度.易

[24] 选项数.4

[24] 选项 A.动力理论

[24] 选项 B.类型理论

[24] 选项 C.特质理论

[24] 选项 D.五因素模型理论

[25] 题目类型.单选题

[25] 大题题干.本我遵循的是( )

[25] 正确答案.B

[25] 难易度.易

[25] 选项数.4

[25] 选项 A.现实原则



[25] 选项 B.快乐原则

[25] 选项 C.理想原则

[25] 选项 D.道德原则

[26] 题目类型.单选题

[26] 大题题干.罗杰斯人格理论的核心是（）

[26] 正确答案.B

[26] 难易度.易

[26] 选项数.4

[26] 选项 A.本我

[26] 选项 B.自我

[26] 选项 C.超我

[26] 选项 D.潜意识

[27] 题目类型.单选题

[27] 大题题干.罗杰斯对健康人格的描述，不包括（）

[27] 正确答案.D

[27] 难易度.中

[27] 选项数.4

[27] 选项 A.自我经验的开放态度

[27] 选项 B.自我的协调

[27] 选项 C.机体估价过程

[27] 选项 D.真诚

[28] 题目类型.单选题

[28] 大题题干.按罗杰斯的观点，对个体行为及人格有重要影响的

是个体的（）

[28] 正确答案.B

[28] 难易度.中

[28] 选项数.4



[28] 选项 A.本我

[28] 选项 B.自我概念

[28] 选项 C.超我

[28] 选项 D.真实自我

[29] 题目类型.单选题

[29] 大题题干.属于自我实现需要的是（）

[29] 正确答案.D

[29] 难易度.中

[29] 选项数.4

[29] 选项 A.食物、空气、水

[29] 选项 B.生活稳定、没有焦虑和恐惧

[29] 选项 C.渴望名誉和声望

[29] 选项 D.个人能力和潜能充分发挥

[30] 题目类型.单选题

[30] 大题题干.所谓社会分层是指( )

[30] 正确答案.C

[30] 难易度.易

[30] 选项数.4

[30] 选项 A.反应城市社会隔离的物质形态

[30] 选项 B.人与人之间互相交往和作用、形成的群体

[30] 选项 C.以财富、权力和声望的获取机会为标准的社会地位的

排列模式

[30] 选项 D.城市社会中形成的不同的人群群落

[31] 题目类型.单选题

[31] 大题题干.低社会阶层在购物时更可能关注：

[31] 正确答案.B

[31] 难易度.易



[31] 选项数.4

[31] 选项 A.产品的质量

[31] 选项 B.产品的价格

[31] 选项 C.品牌的声誉

[31] 选项 D.产品的创新性

[32] 题目类型.单选题

[32] 大题题干.服装符号在奢侈品消费中主要指的是：

[32] 正确答案.B

[32] 难易度.易

[32] 选项数.4

[32] 选项 A.价格标签

[32] 选项 B.品牌标识

[32] 选项 C.产品材质

[32] 选项 D.设计风格

[33] 题目类型.单选题

[33] 大题题干.奢侈品消费的主要动机是：

[33] 正确答案.B

[33] 难易度.中

[33] 选项数.4

[33] 选项 A.基本生活需求

[33] 选项 B.社会认同感

[33] 选项 C.价格优势

[33] 选项 D.实用性

[34] 题目类型.单选题

[34] 大题题干.社会合法性在奢侈品消费中主要指的是：

[34] 正确答案.B

[34] 难易度.易



[34] 选项数.4

[34] 选项 A.法律的遵守

[34] 选项 B.社会规范的接受

[34] 选项 C.个人信誉的提升

[34] 选项 D.政府的认可

[35] 题目类型.单选题

[35] 大题题干.奢侈品品牌的主要作用不包括：

[35] 正确答案.B

[35] 难易度.中

[35] 选项数.4

[35] 选项 A.提升个人地位

[35] 选项 B.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35] 选项 C.展示个人品味

[35] 选项 D.增加社会认同感

[36] 题目类型.单选题

[36] 大题题干.时尚领导理论中，时尚领导者通常是：

[36] 正确答案.C

[36] 难易度.中

[36] 选项数.4

[36] 选项 A.消费者

[36] 选项 B.企业高管

[36] 选项 C.媒体与名人

[36] 选项 D.政府机构

[37] 题目类型.单选题

[37] 大题题干.流行的定义中不包括以下哪项

[37] 正确答案.C

[37] 难易度.易



[37] 选项数.4

[37] 选项 A.广泛接受

[37] 选项 B.快速传播

[37] 选项 C.长期稳定

[37] 选项 D.新颖性

[38] 题目类型.单选题

[38] 大题题干.时尚领导理论认为，时尚的传播主要依赖于：

[38] 正确答案.B

[38] 难易度.中

[38] 选项数.4

[38] 选项 A.价格因素

[38] 选项 B.社会影响

[38] 选项 C.产品质量

[38] 选项 D.服务体验

[39] 题目类型.单选题

[39] 大题题干.偶发型流行通常指的是：

[39] 正确答案.B

[39] 难易度.易

[39] 选项数.4

[39] 选项 A.预先计划的流行

[39] 选项 B.自然发生的流行

[39] 选项 C.长期持续的流行

[39] 选项 D.基于象征意义的流行

[40] 题目类型.单选题

[40] 大题题干.一过性流行指的是：

[40] 正确答案.B

[40] 难易度.易



[40] 选项数.4

[40] 选项 A.持续多年的流行

[40] 选项 B.短暂出现的流行

[40] 选项 C.周期性重复的流行

[40] 选项 D.基于文化传统的流行

[41] 题目类型.单选题

[41] 大题题干.流行生命周期中，（）更多的人开始接受流行样

式，他们对流行进入盛行阶段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41] 正确答案.B

[41] 难易度.易

[41] 选项数.4

[41] 选项 A.产生阶段

[41] 选项 B.发展阶段

[41] 选项 C.盛行阶段

[41] 选项 D.衰退阶段

[42] 题目类型.单选题

[42] 大题题干.流行指导者通常是指：

[42] 正确答案.B

[42] 难易度.中

[42] 选项数.4

[42] 选项 A.跟随流行的消费者

[42] 选项 B.创造或引领流行的个体或群体

[42] 选项 C.对流行不感兴趣的人

[42] 选项 D.研究流行趋势的学者

[43] 题目类型.单选题

[43] 大题题干.流行迟滞者指的是（）

[43] 正确答案.B



[43] 难易度.中

[43] 选项数.4

[43] 选项 A.最先采用新流行的人

[43] 选项 B.流行衰退阶段采用流行的人

[43] 选项 C.从不接受新流行的人

[43] 选项 D.对流行持中立态度的人

[44] 题目类型.单选题

[44] 大题题干.水平传播模式在流行的群体传播中指的是：

[44] 正确答案.A

[44] 难易度.中

[44] 选项数.4

[44] 选项 A.在同一社会阶层内的传播

[44] 选项 B.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垂直传播

[44] 选项 C.从意见领袖到普通消费者的传播

[44] 选项 D.从普通消费者到意见领袖的传播

[45] 题目类型.单选题

[45] 大题题干.在流行的群体传播中，上传下模式的主要驱动力是

[45] 正确答案.B

[45] 难易度.中

[45] 选项数.4

[45] 选项 A.社会认同

[45] 选项 B.个人创新

[45] 选项 C.经济因素

[45] 选项 D.文化传统

[46] 题目类型.单选题

[46] 大题题干.下传上模式在流行传播中的效果通常：

[46] 正确答案.A



[46] 难易度.易

[46] 选项数.4

[46] 选项 A.较弱

[46] 选项 B.最强

[46] 选项 C.一般

[46] 选项 D.不确定

[47] 题目类型.单选题

[47] 大题题干.在流行的影响因素中，哪个因素对流行趋势的形成

影响最大

[47] 正确答案.B

[47] 难易度.易

[47] 选项数.4

[47] 选项 A.经济条件

[47] 选项 B.文化背景

[47] 选项 C.社会事件

[47] 选项 D.媒体宣传

[48] 题目类型.单选题

[48] 大题题干.社会事件对流行趋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48] 正确答案.C

[48] 难易度.中

[48] 选项数.4

[48] 选项 A.改变消费者行为

[48] 选项 B.增加产品销量

[48] 选项 C.引发新的流行

[48] 选项 D.减少流行周期

[49] 题目类型.单选题

[49] 大题题干.经济条件对流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49] 正确答案.A

[49] 难易度.易

[49] 选项数.4

[49] 选项 A.消费者的购买力

[49] 选项 B.产品的生产成本

[49] 选项 C.市场营销策略

[49] 选项 D.流行周期的长短

[50] 题目类型.单选题

[50] 大题题干.在消费行为中，文化背景主要影响消费者的：

[50] 正确答案.C

[50] 难易度.易

[50] 选项数.4

[50] 选项 A.收入水平

[50] 选项 B.教育程度

[50] 选项 C.购买决策

[50] 选项 D.社会地位

[51] 题目类型.单选题

[51] 大题题干.文化价值观在消费行为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51] 正确答案.A

[51] 难易度.中

[51] 选项数.4

[51] 选项 A.消费动机

[51] 选项 B.购买渠道

[51] 选项 C.使用方式

[51] 选项 D.产品评价

[52] 题目类型.简答题

[52] 大题题干.



请你谈谈对服饰和时尚的看法，以及你对本课程有哪些期待。（50

字-200 字）

[52] 正确答案.A

[52] 难易度.易

[52] 选项数.1

[53] 题目类型.简答题

[53] 大题题干.

阐述一下服装的功能。你认为早期的服饰起源理论能对我们当今的着

装提供一个合理的结识吗？如果不能，你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53] 正确答案.A

[53] 难易度.易

[53] 选项数.1

[53] 选项 A.

服装功能：实用、社会、审美；或者从工具价值和表达价值来写服装

功能也可以的。（2 分）

先回答起源理论包括：保护学说、端庄学说、性吸引学说、装饰学

说。（3 分）。

第二回答：不能（2 分）

不能的理由：是服装的社会功能，服饰要标志身份，因此光从这四个

理论是不能解释现代人的着装理由。（3 分）



[54] 题目类型.简答题

[54] 大题题干.

解释时尚流行的群体传播过程三种模式，找出一种最新的流行，你认

为哪一种模式最能合理解释这种时尚的起源？

[54] 正确答案.A

[54] 难易度.易

[54] 选项数.1

[54] 选项 A.

上传下模式、下传上模式和水平传播模式；（4 分）

介绍了一种最新的流行（3 分）

解释了这种流行符合的模式（3 分）

[55] 题目类型.简答题

[55] 大题题干.

在赠送礼物的消费过程中，消费者购买决策属性及其权重和其他购买

过程有什么不同？你收到过服装类的礼物吗？说说你喜欢或者不喜欢

的理由。

[55] 正确答案.A

[55] 难易度.易

[55] 选项数.1

[55] 选项 A.



列出了购买礼物的几个属性和权重：稀缺性和受欢迎程度。为自己购

买时，消费者会更注重稀缺性，而赠送礼物时，消费者则会更注重受

欢迎程度。即：为自己买稀缺品，为他人买畅销款。（6 分）

服装（1 分）

喜欢不喜欢的理由（3 分）

[56] 题目类型.简答题

[56] 大题题干.

请列出自我概念的六大元素，比较真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举例说

明因为自我概念购买的三种时尚产品。

[56] 正确答案.A

[56] 难易度.易

[56] 选项数.1

[56] 选项 A.

六个元素：自我图式、自我即过程、自我感知、社会比较、自我实

现、自我价值感；（3 分）

真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3 分），进行比较（2 分）

三种时尚产品（2 分）

[57] 题目类型.简答题

[57] 大题题干.



描述当今影响炫耀式消费的环境条件和阶层因素，举例说明能代表炫

耀性消费的三种社会地位象征物。

[57] 正确答案.A

[57] 难易度.易

[57] 选项数.1

[58] 题目类型.简答题

[58] 大题题干.

对当下比较流行的话题，如内卷时代、躺平，用时尚消费心态学来解

释一下对时尚消费的影响。

[58] 正确答案.A

[58] 难易度.易

[58] 选项数.1

[59] 题目类型.简答题

[59] 大题题干.

请解释时尚商业伦理。你如何看待为了时尚穿着皮毛？如何看待反皮

毛抗议？

[59] 正确答案.A

[59] 难易度.易

[59] 选项数.1

[60] 题目类型.简答题

[60] 大题题干.



为什么说参照权力是非常巨大的？哪些因素能够预测一个参照群体能

否影响到个体的购买决策？

[60] 正确答案.A

[60] 难易度.易

[60] 选项数.1

[60] 选项 A.

对参照权力的理解（3 分），影响巨大的理由（3 分）

影响因素：文化压力、承诺、群体一致性、对人际影响的易感性。（4

分）

[61] 题目类型.简答题

[61] 大题题干.

论述当今影响中国消费者炫耀式消费的环境条件和阶层因素，举例说

明能代表炫耀性消费的三种社会地位象征物。

[61] 正确答案.A

[61] 难易度.易

[61] 选项数.1

[61] 选项 A.

环境因素：经济环境、人文环境、网络环境等（3 分）；

阶层因素：（3 分）；



举例（4 分）

[62] 题目类型.简答题

[62] 大题题干.

阐述一下服装的功能。你认为早期的服饰起源理论能对我们当今的着

装提供一个合理的结识吗？如果不能，你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62] 正确答案.A

[62] 难易度.易

[62] 选项数.1

[62] 选项 A.

服装功能：实用、社会、审美；或者从工具价值和表达价值来写服装

功能也可以的。（2 分）

先回答起源理论包括：保护学说、端庄学说、性吸引学说、装饰学

说。（3 分）。

第二回答：不能（2 分）

不能的理由：是服装的社会功能，服饰要标志身份，因此光从这四个

理论是不能解释现代人的着装理由。（3 分）

[63] 题目类型.简答题

[63] 大题题干.



解释时尚流行的群体传播过程三种模式，找出一种最新的流行，你认

为哪一种模式最能合理解释这种时尚的起源？

[63] 正确答案.A

[63] 难易度.易

[63] 选项数.1

[63] 选项 A.

上传下模式、下传上模式和水平传播模式；（4 分）

介绍了一种最新的流行（3 分）

解释了这种流行符合的模式（3 分）

[64] 题目类型.简答题

[64] 大题题干.

请列出自我概念的六大元素，比较真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举例说

明因为自我概念购买的三种时尚产品。

[64] 正确答案.A

[64] 难易度.易

[64] 选项数.1

[64] 选项 A.

六个元素：自我图式、自我即过程、自我感知、社会比较、自我实

现、自我价值感；（3 分）



真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3 分），进行比较（2 分）

三种时尚产品（2 分）

[65] 题目类型.简答题

[65] 大题题干.

在赠送礼物的消费过程中，消费者购买决策属性及其权重和其他购买

过程有什么不同？你收到过服装类的礼物吗？说说你喜欢或者不喜欢

的理由。

[65] 正确答案.A

[65] 难易度.易

[65] 选项数.1

[65] 选项 A.

列出了购买礼物的几个属性和权重（3 分）

不是礼物的属性和权重（3 分）

服装（1 分）

喜欢不喜欢的理由（3 分）

[66] 题目类型.简答题

[66] 大题题干.阐述一下服装的功能。你认为早期的服饰起源理论



能对我们当今的着装提供一个合理的结识吗？如果不能，你有什么可

以补充的？

[66] 正确答案.A

[66] 难易度.易

[66] 选项数.1

[66] 选项 A.

服装功能：实用、社会、审美；或者从工具价值和表达价值来写服装

功能也可以的。（2 分）

先回答起源理论包括：保护学说、端庄学说、性吸引学说、装饰学

说。（3 分）。

第二回答：不能（2 分）

不能的理由：是服装的社会功能，服饰要标志身份，因此光从这四个

理论是不能解释现代人的着装理由。（3 分）

[67] 题目类型.简答题

[67] 大题题干.

解释时尚流行的群体传播过程三种模式，找出一种最新的流行，你认

为哪一种模式最能合理解释这种时尚的起源？

[67] 正确答案.A

[67] 难易度.易

[67] 选项数.1

[67] 选项 A.



上传下模式、下传上模式和水平传播模式；（4 分）

介绍了一种最新的流行（3 分）

解释了这种流行符合的模式（3 分）

[68] 题目类型.简答题

[68] 大题题干.

请列出自我概念的六大元素，比较真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在购买

某些时尚产品时，自我类型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点，举例说明因为自我

概念购买的三种时尚产品

[68] 正确答案.A

[68] 难易度.易

[68] 选项数.1

[68] 选项 A.

六个元素：自我图式、自我即过程、自我感知、社会比较、自我实

现、自我价值感；（3 分）

真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3 分），进行比较（2 分）

三种时尚产品（2 分）

[69] 题目类型.简答题

[69] 大题题干.在赠送礼物的消费过程中，消费者购买决策属性及



其权重和其他购买过程有什么不同？你收到过服装类的礼物吗？说说

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的理由。

[69] 正确答案.A

[69] 难易度.易

[69] 选项数.1

[69] 选项 A.

列出了购买礼物的几个属性和权重：稀缺性和受欢迎程度。为自己购

买时，消费者会更注重稀缺性，而赠送礼物时，消费者则会更注重受

欢迎程度。即：为自己买稀缺品，为他人买畅销款。（6 分）

服装（1 分）

喜欢不喜欢的理由（3 分）

[70] 题目类型.简答题

[70] 大题题干.

什么是最大化消费心态？为什么最大化心态会激活与稀缺性相关的认

知和不道德行为？什么情景下最大化心态不会激活不道德行为？

[70] 正确答案.A

[70] 难易度.易

[70] 选项数.1

[70] 选项 A.



最大化消费心态：消费者通常会设定一个“最佳”选择目标，例如性

价比最高的产品、质量最高的产品，或者是最符合他们特殊偏好的产

品。（3 分）

为什么最大化心态会激活与稀缺性相关的认知和不道德行为：（4

分）

①“最佳”的选择是难以捉摸的，就其本质而言，是稀缺的；市场上

普遍存在的稀缺性营销诉求（例如，“有限的数量/购买时间”）消费

者不断地受到暗示，强调最有价值或最好的结果往往是稀缺的。因

此，最大化心态的消费者相对于采用其他决策策略的消费者而言关注

的是相对稀缺的结果 ight:150%;font-size:14px">的通解．

[71] 题目类型.简答题

[71] 大题题干.

请从感觉系统浅谈感觉和服饰消费行为的关系。你认为听觉能影响触

觉吗？举例说明不同的音乐类型和触觉之间的联系？

[71] 正确答案.A

[71] 难易度.易

[71] 选项数.1

[71] 选项 A.

感觉系统包括视觉，嗅觉，听觉，触觉，以及味觉。（2 分）

以下内容 3 分



视觉：市场中的人们非常信赖展览，广告，设计和包装中能看见的

因素，服饰消费的视觉主要指颜色的反应，包括颜色的色值和强度。

嗅觉：服饰织物不同的气味，例如霉味，汽油味，香水味，能激起

消费者不同的情绪，气味的好坏影响消费者的决策。

听觉：时尚商店播放的音乐往往可以使消费者放松或者刺激消费者

购买。<ight:150%;font-size:14px">的通解．

[72] 题目类型.简答题

[72] 大题题干.服装风格所反映的客观内容，主要包括哪三个方面

[72] 正确答案.A

[72] 难易度.中

[72] 选项数.1

[72] 选项 A.一是时代特色、社会面貌及民族传统。二是材料、技

术的最新特点和它们审美的可能性。三是服装的功能性与艺术性的结

合

[73] 题目类型.简答题

[73] 大题题干.什么是物理知觉

[73] 正确答案.A

[73] 难易度.中

[73] 选项数.1

[73] 选项 A.是通过诸如视觉、嗅觉、听觉、触觉、味觉等感觉发

生的。这种知觉主要是与感受的产品以及物体有关联。

[74] 题目类型.简答题

[74] 大题题干.简述社交合法（理）性的含义

[74] 正确答案.A

[74] 难易度.中



[74] 选项数.1

[74] 选项 A.消费者在进入奢侈品店时,会质疑自己的社会契合度，

和社会地位（是否足以进入这样的场所）并通过经济资本（财富）和/

或文化资本（通过教育和经历培养出来的品味和实践）来评估社交合

法性

[75] 题目类型.简答题

[75] 大题题干.根据个人机能和社会机能，将流行的动机分为哪几

种

[75] 正确答案.A

[75] 难易度.中

[75] 选项数.1

[75] 选项 A.1.追求新奇和变化的动机 2.追求差异和他人承认的动机

3.从众和适应群体或社会的动机 4.自我防卫的动机 5.个性表现和自我

实现的动机

[76] 题目类型.论述题

[76] 大题题干.

请根据第 9 章的时尚领导模式和行为，筛选和评价这一学期（春夏）

的服饰流行款式和流行色，并分析符合流行的形成模式，受众群体的

态度。形成这一流行的创新者、指导者和跟随者的人文特征。

[76] 正确答案.A

[76] 难易度.中

[76] 知识点.时尚流行模式

[76] 选项数.1



[77] 题目类型.论述题

[77] 大题题干.

请论述你对内卷时代、躺平的一些看法和见解，哪些人会躺平，哪些

人不会躺平。并用时尚消费心态学来解释一下对时尚消费的影响。

[77] 正确答案.A

[77] 难易度.易

[77] 选项数.1

[77] 选项 A.

概念理解：内卷是意味着竞争激烈程度在加大；（3 分）躺平意味着

不参与竞争（3 分）；

对躺平和不躺平人的分析（3 分），能和消费者人格相结合（3 分）

时尚心态学的概念是消费者人格与其生活方式相融合，称为消费心态

学（3 分）

结合了内卷和躺平，用消费心态学分析了对时尚消费的影响。躺平

（不参与竞争的人）可能会减少时尚品的消费，不躺平（积极参与竞

争）的人会正常消费时尚产品。（5 分）

[78] 题目类型.论述题

[78] 大题题干.

请解释时尚商业伦理，并论述时尚商业伦理、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的

必要性，论述为什么要反对血汗工厂，以及如何引导时尚皮毛消费和

生产经营？



[78] 正确答案.A

[78] 难易度.易

[78] 选项数.1

[78] 选项 A.

商业伦理：商业伦理本质上是引导市场的行为法则——某个文化中大

多数判对错、好坏和社会接受不接受的标准。（3 分）

时尚商业伦理，设计到例如与动物有关的皮毛使用、令人不快的时尚

广告和产品、血汗工厂等等；（4 分）；

论述了必要性（4 分）

对血汗工厂的反对意见，例如存在对工人的剥削（4 分）；

引导时尚皮毛消费和生产的建议（5 分）

[79] 题目类型.论述题

[79] 大题题干.请论述你对内卷时代、躺平的一些看法和见解，哪

些人会躺平，哪些人不会躺平？并用时尚消费心态学来解释一下对时

尚消费的影响。

[79] 正确答案.A

[79] 难易度.易

[79] 选项数.1

[79] 选项 A.

内卷是意味着竞争激烈程度在加大；（3 分）躺平意味着不参与竞争

（3 分）；

对躺平和不躺平人的分析（3 分），能和消费者人格相结合（3 分）



时尚心态学的概念是消费者人格与其生活方式相融合，称为消费心态

学（3 分）

结合了内卷和躺平，用消费心态学分析了对时尚消费的影响。躺平

（不参与竞争的人）可能会减少时尚品的消费，不躺平（积极参与竞

争）的人会正常消费时尚产品。（5 分）

[80] 题目类型.论述题

[80] 大题题干.

你如何划分社会阶层？请结合你对 Z 世代的了解，请分析 Z 世代消费

者中存在的不同的社会阶层？Z 世代消费者表现出哪些炫耀性消费行

为？奢侈品进军网络营销平台，对炫耀性消费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和影

响？

[80] 正确答案.A

[80] 难易度.易

[80] 选项数.1

[80] 选项 A.

划分社会阶层的依据是权力、知识和资本三个因素，或者是个人的社

会阶层从收入，家庭背景，教育和工作这四个因素来得到体现。（3

分）

Z 世代是一个网络流行语，也指新时代人群。新的 Z 世代是指 1995-

2009 年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一出生就与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受

数字信息技术，即时通信设备，智能手机产品等影响比较大，所以又

被称为互联网世代，网生代等。（2 分）



Z 世代的社会阶层既受家庭出身的影响，又受到教育背景的影响，有

对 z 世代进行社会阶层分类。（4 分）

炫耀性消费行为指的是 ight:150%;font-size:14px">的通解．

[81] 题目类型.名词解释

[81] 大题题干.服装风格

[81] 正确答案.A

[81] 难易度.中

[81] 选项数.1

[81] 选项 A.服装风格指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流派或一个人

的服装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所显示出来的价值取向、内在品格和艺术特

色。服装设计追求的境界说到底是风格的定位和设计，服装风格表现

了设计师独特的创作思想，艺术追求，也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82] 题目类型.名词解释

[82] 大题题干.个人知觉

[82] 正确答案.A

[82] 难易度.中

[82] 选项数.1

[82] 选项 A.指我们通过观察人们的外在表现而形成的对他们的印

象

[83] 题目类型.名词解释

[83] 大题题干.适应器

[83] 正确答案.A

[83] 难易度.中

[83] 选项数.1

[83] 选项 A.为进化而来的，用于解决与生存和繁衍有直接或间接



关系的特定问题的应对机制。比如：汗腺就是一种适应器，出汗能够

处理调节体温的问题

[84] 题目类型.名词解释

[84] 大题题干.流行

[84] 正确答案.A

[84] 难易度.易

[84] 选项数.1

[84] 选项 A.流行，是指一个时期内社会上或某一群体中广为流传

的生活方式

[85] 题目类型.判断题

[85] 大题题干.流行可以是产品的流行，也可以是生活方式，社会

风尚的流行

[85] 正确答案.A

[85] 难易度.易

[85] 选项数.2

[85] 选项 A.正确

[85] 选项 B.错误

[86] 题目类型.判断题

[86] 大题题干.服饰的表达价值一般是指：炫耀，彰显身份，品牌

认同

[86] 正确答案.A

[86] 难易度.易

[86] 选项数.2

[86] 选项 A.正确

[86] 选项 B.错误



[87] 题目类型.判断题

[87] 大题题干.时尚的新奇性要求设计师不断创新

[87] 正确答案.A

[87] 难易度.易

[87] 选项数.2

[87] 选项 A.正确

[87] 选项 B.错误

[88] 题目类型.判断题

[88] 大题题干.时尚的普及性意味着所有人都能轻易接受

[88] 正确答案.B

[88] 难易度.易

[88] 选项数.2

[88] 选项 A.正确

[88] 选项 B.错误

[89] 题目类型.判断题

[89] 大题题干.时尚的周期性表明时尚是永恒不变的

[89] 正确答案.B

[89] 难易度.易

[89] 选项数.2

[89] 选项 A.正确

[89] 选项 B.错误

[90] 题目类型.判断题

[90] 大题题干.时尚的新奇性只体现在高端品牌上

[90] 正确答案.B

[90] 难易度.易

[90] 选项数.2



[90] 选项 A.正确

[90] 选项 B.错误

[91] 题目类型.判断题

[91] 大题题干.时尚的普及性与价格无关

[91] 正确答案.B

[91] 难易度.易

[91] 选项数.2

[91] 选项 A.正确

[91] 选项 B.错误

[92] 题目类型.判断题

[92] 大题题干.时尚的周期性与季节变化有直接关系

[92] 正确答案.A

[92] 难易度.易

[92] 选项数.2

[92] 选项 A.正确

[92] 选项 B.错误

[93] 题目类型.判断题

[93] 大题题干.服饰的起源主要是由于人类对美的追求

[93] 正确答案.B

[93] 难易度.中

[93] 选项数.2

[93] 选项 A.正确

[93] 选项 B.错误

[94] 题目类型.判断题

[94] 大题题干.服饰的进化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无关

[94] 正确答案.B



[94] 难易度.易

[94] 选项数.2

[94] 选项 A.正确

[94] 选项 B.错误

[95] 题目类型.判断题

[95] 大题题干.心理学中的自我概念理论可以解释人们对服饰的选

择

[95] 正确答案.A

[95] 难易度.易

[95] 选项数.2

[95] 选项 A.正确

[95] 选项 B.错误

[96] 题目类型.判断题

[96] 大题题干.人们对服饰的选择完全是由个人喜好决定的

[96] 正确答案.B

[96] 难易度.易

[96] 选项数.2

[96] 选项 A.正确

[96] 选项 B.错误

[97] 题目类型.判断题

[97] 大题题干.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们对服饰的选择是通过对他

人的观察和模仿学习的

[97] 正确答案.A

[97] 难易度.易

[97] 选项数.2

[97] 选项 A.正确

[97] 选项 B.错误



[98] 题目类型.判断题

[98] 大题题干.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们对服饰的选择与其无意识

的欲望和冲突有关

[98] 正确答案.A

[98] 难易度.易

[98] 选项数.2

[98] 选项 A.正确

[98] 选项 B.错误

[99] 题目类型.判断题

[99] 大题题干.自我概念是个性社会化的结果

[99] 正确答案.A

[99] 难易度.易

[99] 选项数.2

[99] 选项 A.正确

[99] 选项 B.错误

[100] 题目类型.判断题

[100] 大题题干.自我概念是固定不变的

[100] 正确答案.B

[100] 难易度.易

[100] 选项数.2

[100] 选项 A.正确

[100] 选项 B.错误

[101] 题目类型.判断题

[101] 大题题干.自我概念对服装的颜色选择没有影响

[101] 正确答案.B

[101] 难易度.易



[101] 选项数.2

[101] 选项 A.正确

[101] 选项 B.错误

[102] 题目类型.判断题

[102] 大题题干.自我概念可以通过服装来表达个人的身份和地位

[102] 正确答案.A

[102] 难易度.易

[102] 选项数.2

[102] 选项 A.正确

[102] 选项 B.错误

[103] 题目类型.判断题

[103] 大题题干.自我概念仅由内在因素决定，与外界无关

[103] 正确答案.B

[103] 难易度.易

[103] 选项数.2

[103] 选项 A.正确

[103] 选项 B.错误

[104] 题目类型.判断题

[104] 大题题干.在所有的文化中，自我概念对服装选择的影响是相

同的

[104] 正确答案.B

[104] 难易度.中

[104] 选项数.2

[104] 选项 A.正确

[104] 选项 B.错误



[105] 题目类型.判断题

[105] 大题题干.自我概念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以随着时间

和经验而改变

[105] 正确答案.A

[105] 难易度.易

[105] 选项数.2

[105] 选项 A.正确

[105] 选项 B.错误

[106] 题目类型.判断题

[106] 大题题干.着装知觉与选择适当的衣服无关

[106] 正确答案.B

[106] 难易度.易

[106] 选项数.2

[106] 选项 A.正确

[106] 选项 B.错误

[107] 题目类型.判断题

[107] 大题题干.时装知觉仅限于了解历史服装

[107] 正确答案.B

[107] 难易度.易

[107] 选项数.2

[107] 选项 A.正确

[107] 选项 B.错误

[108] 题目类型.判断题

[108] 大题题干.个人知觉是指对个人外在形象的感知

[108] 正确答案.B

[108] 难易度.易

[108] 选项数.2



[108] 选项 A.正确

[108] 选项 B.错误

[109] 题目类型.判断题

[109] 大题题干.着装知觉影响人的第一印象

[109] 正确答案.A

[109] 难易度.易

[109] 选项数.2

[109] 选项 A.正确

[109] 选项 B.错误

[110] 题目类型.判断题

[110] 大题题干.时装知觉不包括对现代潮流的关注

[110] 正确答案.B

[110] 难易度.易

[110] 选项数.2

[110] 选项 A.正确

[110] 选项 B.错误

[111] 题目类型.判断题

[111] 大题题干.个人知觉与个体的心理状态无关

[111] 正确答案.B

[111] 难易度.易

[111] 选项数.2

[111] 选项 A.正确

[111] 选项 B.错误

[112] 题目类型.判断题

[112] 大题题干.由物体的表面组织构造所引起的触觉质感，称为触

觉肌理感



[112] 正确答案.A

[112] 难易度.易

[112] 选项数.2

[112] 选项 A.正确

[112] 选项 B.错误

[113] 题目类型.判断题

[113] 大题题干.视觉系统是感知服装颜色的主要方式

[113] 正确答案.A

[113] 难易度.中

[113] 选项数.2

[113] 选项 A.正确

[113] 选项 B.错误

[114] 题目类型.判断题

[114] 大题题干.服装嗅觉不涉及对服装的清洗程度的感知

[114] 正确答案.B

[114] 难易度.易

[114] 选项数.2

[114] 选项 A.正确

[114] 选项 B.错误

[115] 题目类型.判断题

[115] 大题题干.服装的触觉与服装的质地无关

[115] 正确答案.B

[115] 难易度.易

[115] 选项数.2

[115] 选项 A.正确

[115] 选项 B.错误



[116] 题目类型.判断题

[116] 大题题干.视觉系统在服装选择中只涉及风格识别

[116] 正确答案.B

[116] 难易度.易

[116] 选项数.2

[116] 选项 A.正确

[116] 选项 B.错误

[117] 题目类型.判断题

[117] 大题题干.服装嗅觉主要关注服装的材质

[117] 正确答案.B

[117] 难易度.易

[117] 选项数.2

[117] 选项 A.正确

[117] 选项 B.错误

[118] 题目类型.判断题

[118] 大题题干.服装的触觉知觉与穿着舒适度无关

[118] 正确答案.B

[118] 难易度.易

[118] 选项数.2

[118] 选项 A.正确

[118] 选项 B.错误

[119] 题目类型.判断题

[119] 大题题干.精神分析理论以意识和无意识为研究中心

[119] 正确答案.B

[119] 难易度.易

[119] 选项数.2



[119] 选项 A.正确

[119] 选项 B.错误

[120] 题目类型.判断题

[120] 大题题干.詹姆士的本能心理学主要强调社会环境的影响

[120] 正确答案.B

[120] 难易度.易

[120] 选项数.2

[120] 选项 A.正确

[120] 选项 B.错误

[121] 题目类型.判断题

[121] 大题题干.进化心理学不关注个体的发展

[121] 正确答案.B

[121] 难易度.易

[121] 选项数.2

[121] 选项 A.正确

[121] 选项 B.错误

[122] 题目类型.判断题

[122] 大题题干.詹姆士的本能心理学认为本能行为是学习的结果

[122] 正确答案.B

[122] 难易度.易

[122] 选项数.2

[122] 选项 A.正确

[122] 选项 B.错误

[123] 题目类型.判断题

[123] 大题题干.广义适合度只关注个体自身的生存

[123] 正确答案.B



[123] 难易度.易

[123] 选项数.2

[123] 选项 A.正确

[123] 选项 B.错误

[124] 题目类型.判断题

[124] 大题题干.进化心理学认为所有行为都有进化上的解释

[124] 正确答案.A

[124] 难易度.中

[124] 选项数.2

[124] 选项 A.正确

[124] 选项 B.错误

[125] 题目类型.判断题

[125] 大题题干.广义适合度是衡量个体生存和繁殖成功的唯一标准

[125] 正确答案.B

[125] 难易度.易

[125] 选项数.2

[125] 选项 A.正确

[125] 选项 B.错误

[126] 题目类型.判断题

[126] 大题题干.进化心理学认为消费行为完全是一种理性选择

[126] 正确答案.B

[126] 难易度.易

[126] 选项数.2

[126] 选项 A.正确

[126] 选项 B.错误



[127] 题目类型.判断题

[127] 大题题干.进化心理学认为，消费者偏好不会受到生物进化的

影响

[127] 正确答案.B

[127] 难易度.易

[127] 选项数.2

[127] 选项 A.正确

[127] 选项 B.错误

[128] 题目类型.判断题

[128] 大题题干.消费奢侈品在进化心理学中被认为是一种社会信号

[128] 正确答案.A

[128] 难易度.易

[128] 选项数.2

[128] 选项 A.正确

[128] 选项 B.错误

[129] 题目类型.判断题

[129] 大题题干.从进化心理学角度看，人们购买商品仅仅是为了满

足基本的生理需求

[129] 正确答案.B

[129] 难易度.易

[129] 选项数.2

[129] 选项 A.正确

[129] 选项 B.错误

[130] 题目类型.判断题

[130] 大题题干.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态度”通常被看作是终因

[130] 正确答案.B

[130] 难易度.易



[130] 选项数.2

[130] 选项 A.正确

[130] 选项 B.错误

[131] 题目类型.判断题

[131] 大题题干.近因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长远因素。 (错误)

[131] 正确答案.B

[131] 难易度.易

[131] 选项数.2

[131] 选项 A.正确

[131] 选项 B.错误

[132] 题目类型.判断题

[132] 大题题干.消费者的态度是一种终因

[132] 正确答案.B

[132] 难易度.易

[132] 选项数.2

[132] 选项 A.正确

[132] 选项 B.错误

[133] 题目类型.判断题

[133] 大题题干.近因和终因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都很重要

[133] 正确答案.A

[133] 难易度.易

[133] 选项数.2

[133] 选项 A.正确

[133] 选项 B.错误

[134] 题目类型.判断题

[134] 大题题干.促销活动只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终因



[134] 正确答案.B

[134] 难易度.易

[134] 选项数.2

[134] 选项 A.正确

[134] 选项 B.错误

[135] 题目类型.判断题

[135] 大题题干.身体优势不会直接影响男性顾客的消费行为

[135] 正确答案.B

[135] 难易度.易

[135] 选项数.2

[135] 选项 A.正确

[135] 选项 B.错误

[136] 题目类型.判断题

[136] 大题题干.身体优势可以通过影响消费者的自我感知来影响其

消费行为

[136] 正确答案.A

[136] 难易度.中

[136] 选项数.2

[136] 选项 A.正确

[136] 选项 B.错误

[137] 题目类型.判断题

[137] 大题题干.身体优势对男性顾客的社会地位信号消费有正面影

响

[137] 正确答案.A

[137] 难易度.易

[137] 选项数.2



[137] 选项 A.正确

[137] 选项 B.错误

[138] 题目类型.判断题

[138] 大题题干.阿波克隆比&费奇效应仅适用于解释低收入人群的

消费行为

[138] 正确答案.B

[138] 难易度.易

[138] 选项数.2

[138] 选项 A.正确

[138] 选项 B.错误

[139] 题目类型.判断题

[139] 大题题干.女性在购物时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

[139] 正确答案.A

[139] 难易度.易

[139] 选项数.2

[139] 选项 A.正确

[139] 选项 B.错误

[140] 题目类型.判断题

[140] 大题题干.男性在购物时更倾向于冲动消费

[140] 正确答案.B

[140] 难易度.易

[140] 选项数.2

[140] 选项 A.正确

[140] 选项 B.错误

[141] 题目类型.判断题

[141] 大题题干.女性在购物时通常不会进行价格比较



[141] 正确答案.B

[141] 难易度.易

[141] 选项数.2

[141] 选项 A.正确

[141] 选项 B.错误

[142] 题目类型.判断题

[142] 大题题干.男性在购物时更注重实用性，而女性更注重美观

[142] 正确答案.A

[142] 难易度.易

[142] 选项数.2

[142] 选项 A.正确

[142] 选项 B.错误

[143] 题目类型.判断题

[143] 大题题干.女性在购物时决策速度通常比男性快

[143] 正确答案.B

[143] 难易度.易

[143] 选项数.2

[143] 选项 A.正确

[143] 选项 B.错误

[144] 题目类型.判断题

[144] 大题题干.埃里克森将人格结构分为主我与宾我

[144] 正确答案.B

[144] 难易度.易

[144] 选项数.2

[144] 选项 A.正确

[144] 选项 B.错误



[145] 题目类型.判断题

[145] 大题题干.本我完全是非理性的

[145] 正确答案.A

[145] 难易度.易

[145] 选项数.2

[145] 选项 A.正确

[145] 选项 B.错误

[146] 题目类型.判断题

[146] 大题题干.根据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肛门期固结会产生强

迫性人格

[146] 正确答案.B

[146] 难易度.易

[146] 选项数.2

[146] 选项 A.正确

[146] 选项 B.错误

[147] 题目类型.判断题

[147] 大题题干.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安静自省，自我剖析的是内向人

格

[147] 正确答案.A

[147] 难易度.中

[147] 选项数.2

[147] 选项 A.正确

[147] 选项 B.错误

[148] 题目类型.判断题

[148] 大题题干.休闲可以修身养性，完善人格。

[148] 正确答案.A

[148] 难易度.易



[148] 选项数.2

[148] 选项 A.正确

[148] 选项 B.错误

[149] 题目类型.判断题

[149] 大题题干.社会阶层差异是固有的个人特征

[149] 正确答案.B

[149] 难易度.易

[149] 选项数.2

[149] 选项 A.正确

[149] 选项 B.错误

[150] 题目类型.判断题

[150] 大题题干.原始社会社会分层的标准是财富

[150] 正确答案.B

[150] 难易度.易

[150] 选项数.2

[150] 选项 A.正确

[150] 选项 B.错误

[151] 题目类型.判断题

[151] 大题题干.社会阶层对购物决策没有显著影响

[151] 正确答案.B

[151] 难易度.易

[151] 选项数.2

[151] 选项 A.正确

[151] 选项 B.错误

[152] 题目类型.判断题

[152] 大题题干.高社会阶层在购物时不会考虑价格因素



[152] 正确答案.B

[152] 难易度.易

[152] 选项数.2

[152] 选项 A.正确

[152] 选项 B.错误

[153] 题目类型.判断题

[153] 大题题干.低社会阶层更倾向于购买奢侈品以提升社会地位

[153] 正确答案.B

[153] 难易度.易

[153] 选项数.2

[153] 选项 A.正确

[153] 选项 B.错误

[154] 题目类型.判断题

[154] 大题题干.高社会阶层在购物时更注重品牌的社会认可度

[154] 正确答案.A

[154] 难易度.易

[154] 选项数.2

[154] 选项 A.正确

[154] 选项 B.错误

[155] 题目类型.判断题

[155] 大题题干.低社会阶层在购物时更可能受到促销活动的影响

[155] 正确答案.A

[155] 难易度.易

[155] 选项数.2

[155] 选项 A.正确

[155] 选项 B.错误



[156] 题目类型.判断题

[156] 大题题干.社会阶层仅影响消费者的品牌选择，不影响购买渠

道

[156] 正确答案.B

[156] 难易度.易

[156] 选项数.2

[156] 选项 A.正确

[156] 选项 B.错误

[157] 题目类型.判断题

[157] 大题题干.奢侈品消费者不关注品牌的历史和文化

[157] 正确答案.B

[157] 难易度.易

[157] 选项数.2

[157] 选项 A.正确

[157] 选项 B.错误

[158] 题目类型.判断题

[158] 大题题干.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奢侈品是生活必需品

[158] 正确答案.B

[158] 难易度.易

[158] 选项数.2

[158] 选项 A.正确

[158] 选项 B.错误

[159] 题目类型.判断题

[159] 大题题干.奢侈品的消费完全是基于产品的质量和功能

[159] 正确答案.B

[159] 难易度.易

[159] 选项数.2



[159] 选项 A.正确

[159] 选项 B.错误

[160] 题目类型.判断题

[160] 大题题干.消费者购买奢侈品主要是为了展示个人品味和社会

地位

[160] 正确答案.A

[160] 难易度.易

[160] 选项数.2

[160] 选项 A.正确

[160] 选项 B.错误

[161] 题目类型.判断题

[161] 大题题干.所有消费者都认为奢侈品的价格是合理的

[161] 正确答案.B

[161] 难易度.易

[161] 选项数.2

[161] 选项 A.正确

[161] 选项 B.错误

[162] 题目类型.判断题

[162] 大题题干.奢侈品品牌的服装符号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没有影

响

[162] 正确答案.B

[162] 难易度.易

[162] 选项数.2

[162] 选项 A.正确

[162] 选项 B.错误



[163] 题目类型.判断题

[163] 大题题干.社会合法性对奢侈品品牌没有影响

[163] 正确答案.B

[163] 难易度.易

[163] 选项数.2

[163] 选项 A.正确

[163] 选项 B.错误

[164] 题目类型.判断题

[164] 大题题干.奢侈品品牌主要通过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来吸引消费

者

[164] 正确答案.B

[164] 难易度.易

[164] 选项数.2

[164] 选项 A.正确

[164] 选项 B.错误

[165] 题目类型.判断题

[165] 大题题干.奢侈品品牌的作用仅限于提升个人地位

[165] 正确答案.B

[165] 难易度.中

[165] 选项数.2

[165] 选项 A.正确

[165] 选项 B.错误

[166] 题目类型.判断题

[166] 大题题干.社会合法性可以通过品牌的广告宣传活动来增强

[166] 正确答案.B

[166] 难易度.易

[166] 选项数.2



[166] 选项 A.正确

[166] 选项 B.错误

[167] 题目类型.判断题

[167] 大题题干.奢侈品品牌的社会合法性对其市场地位有正面影响

[167] 正确答案.A

[167] 难易度.易

[167] 选项数.2

[167] 选项 A.正确

[167] 选项 B.错误

[168] 题目类型.判断题

[168] 大题题干.所有消费者都认为奢侈品品牌必须具有社会合法性

[168] 正确答案.B

[168] 难易度.易

[168] 选项数.2

[168] 选项 A.正确

[168] 选项 B.错误

[169] 题目类型.判断题

[169] 大题题干.时尚领导理论认为，只有名人才能成为时尚领导者

[169] 正确答案.B

[169] 难易度.易

[169] 选项数.2

[169] 选项 A.正确

[169] 选项 B.错误

[170] 题目类型.判断题

[170] 大题题干.流行总是与高质量产品相关联

[170] 正确答案.B



[170] 难易度.易

[170] 选项数.2

[170] 选项 A.正确

[170] 选项 B.错误

[171] 题目类型.判断题

[171] 大题题干.时尚的流行具有短暂性和易变性

[171] 正确答案.A

[171] 难易度.易

[171] 选项数.2

[171] 选项 A.正确

[171] 选项 B.错误

[172] 题目类型.判断题

[172] 大题题干.时尚领导理论中，媒体对时尚的传播没有影响

[172] 正确答案.B

[172] 难易度.易

[172] 选项数.2

[172] 选项 A.正确

[172] 选项 B.错误

[173] 题目类型.判断题

[173] 大题题干.流行元素的传播完全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

[173] 正确答案.B

[173] 难易度.易

[173] 选项数.2

[173] 选项 A.正确

[173] 选项 B.错误



[174] 题目类型.判断题

[174] 大题题干.所有流行元素最终都会成为经典

[174] 正确答案.B

[174] 难易度.易

[174] 选项数.2

[174] 选项 A.正确

[174] 选项 B.错误

[175] 题目类型.判断题

[175] 大题题干.交替性流行主要是指同时存在的多种流行

[175] 正确答案.B

[175] 难易度.易

[175] 选项数.2

[175] 选项 A.正确

[175] 选项 B.错误

[176] 题目类型.判断题

[176] 大题题干.偶发型流行可以通过市场营销策略来控制

[176] 正确答案.B

[176] 难易度.中

[176] 选项数.2

[176] 选项 A.正确

[176] 选项 B.错误

[177] 题目类型.判断题

[177] 大题题干.所有的象征型流行都与社会地位有关

[177] 正确答案.B

[177] 难易度.易

[177] 选项数.2



[177] 选项 A.正确

[177] 选项 B.错误

[178] 题目类型.判断题

[178] 大题题干.一过性流行通常具有长期的社会经济影响

[178] 正确答案.B

[178] 难易度.易

[178] 选项数.2

[178] 选项 A.正确

[178] 选项 B.错误

[179] 题目类型.判断题

[179] 大题题干.交替性流行不适用于科技产品

[179] 正确答案.B

[179] 难易度.易

[179] 选项数.2

[179] 选项 A.正确

[179] 选项 B.错误

[180] 题目类型.判断题

[180] 大题题干.偶发型流行完全是随机事件

[180] 正确答案.B

[180] 难易度.易

[180] 选项数.2

[180] 选项 A.正确

[180] 选项 B.错误

[181] 题目类型.判断题

[181] 大题题干.象征型流行不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

[181] 正确答案.B



[181] 难易度.易

[181] 选项数.2

[181] 选项 A.正确

[181] 选项 B.错误

[182] 题目类型.判断题

[182] 大题题干.一过性流行和交替性流行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182] 正确答案.A

[182] 难易度.易

[182] 选项数.2

[182] 选项 A.正确

[182] 选项 B.错误

[183] 题目类型.判断题

[183] 大题题干.流行指导者总是最先采用新流行

[183] 正确答案.A

[183] 难易度.易

[183] 选项数.2

[183] 选项 A.正确

[183] 选项 B.错误

[184] 题目类型.判断题

[184] 大题题干.流行迟滞者对流行没有影响

[184] 正确答案.B

[184] 难易度.易

[184] 选项数.2

[184] 选项 A.正确

[184] 选项 B.错误



[185] 题目类型.判断题

[185] 大题题干.流行动机与个人的心理需求无关

[185] 正确答案.B

[185] 难易度.易

[185] 选项数.2

[185] 选项 A.正确

[185] 选项 B.错误

[186] 题目类型.判断题

[186] 大题题干.流行指导者通常是流行趋势的创造者

[186] 正确答案.A

[186] 难易度.易

[186] 选项数.2

[186] 选项 A.正确

[186] 选项 B.错误

[187] 题目类型.判断题

[187] 大题题干.流行迟滞者最终也会接受新流行

[187] 正确答案.A

[187] 难易度.易

[187] 选项数.2

[187] 选项 A.正确

[187] 选项 B.错误

[188] 题目类型.判断题

[188] 大题题干.上传下模式是由普通消费者主导的流行传播

[188] 正确答案.B

[188] 难易度.易

[188] 选项数.2



[188] 选项 A.正确

[188] 选项 B.错误

[189] 题目类型.判断题

[189] 大题题干.下传上模式在流行传播中最为常见

[189] 正确答案.B

[189] 难易度.易

[189] 选项数.2

[189] 选项 A.正确

[189] 选项 B.错误

[190] 题目类型.判断题

[190] 大题题干.水平传播模式通常不受社会阶层的影响

[190] 正确答案.A

[190] 难易度.易

[190] 选项数.2

[190] 选项 A.正确

[190] 选项 B.错误

[191] 题目类型.判断题

[191] 大题题干.文化背景对流行没有影响

[191] 正确答案.B

[191] 难易度.易

[191] 选项数.2

[191] 选项 A.正确

[191] 选项 B.错误

[192] 题目类型.判断题

[192] 大题题干.个人对流行的态度完全由社会地位决定

[192] 正确答案.B



[192] 难易度.中

[192] 选项数.2

[192] 选项 A.正确

[192] 选项 B.错误

[193] 题目类型.判断题

[193] 大题题干.媒体可以完全控制流行趋势

[193] 正确答案.B

[193] 难易度.易

[193] 选项数.2

[193] 选项 A.正确

[193] 选项 B.错误

[194] 题目类型.判断题

[194] 大题题干.社会事件可能导致流行的产生

[194] 正确答案.A

[194] 难易度.易

[194] 选项数.2

[194] 选项 A.正确

[194] 选项 B.错误

[195] 题目类型.判断题

[195] 大题题干.经济条件是流行产生的唯一因素

[195] 正确答案.B

[195] 难易度.易

[195] 选项数.2

[195] 选项 A.正确

[195] 选项 B.错误



[196] 题目类型.判断题

[196] 大题题干.所有流行都是由商业推广引起的

[196] 正确答案.B

[196] 难易度.易

[196] 选项数.2

[196] 选项 A.正确

[196] 选项 B.错误

[197] 题目类型.判断题

[197] 大题题干.流行与个人的价值观无关

[197] 正确答案.B

[197] 难易度.易

[197] 选项数.2

[197] 选项 A.正确

[197] 选项 B.错误

[198] 题目类型.判断题

[198] 大题题干.文化对消费行为没有直接影响

[198] 正确答案.B

[198] 难易度.易

[198] 选项数.2

[198] 选项 A.正确

[198] 选项 B.错误

[199] 题目类型.判断题

[199] 大题题干.在所有消费决策中，文化都是最重要的因素

[199] 正确答案.B

[199] 难易度.易

[199] 选项数.2



[199] 选项 A.正确

[199] 选项 B.错误

[200] 题目类型.判断题

[200] 大题题干.文化只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

[200] 正确答案.B

[200] 难易度.易

[200] 选项数.2

[200] 选项 A.正确

[200] 选项 B.错误

[201] 题目类型.判断题

[201] 大题题干.跨文化消费行为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因素

[201] 正确答案.B

[201] 难易度.易

[201] 选项数.2

[201] 选项 A.正确

[201] 选项 B.错误

[202] 题目类型.判断题

[202] 大题题干.文化价值观可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动机

[202] 正确答案.A

[202] 难易度.易

[202] 选项数.2

[202] 选项 A.正确

[202] 选项 B.错误

[203] 题目类型.判断题

[203] 大题题干.在所有消费行为中，文化背景都是一致的

[203] 正确答案.B



[203] 难易度.易

[203] 选项数.2

[203] 选项 A.正确

[203] 选项 B.错误

[204] 题目类型.判断题

[204] 大题题干.文化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是固定不变的

[204] 正确答案.B

[204] 难易度.易

[204] 选项数.2

[204] 选项 A.正确

[204] 选项 B.错误

[205] 题目类型.填空题

[205] 大题题干.服装具有实用、社会和（）三大功能

[205] 难易度.易

[205] 选项数.1

[205] 选项 A.审美

[206] 题目类型.填空题

[206] 大题题干.时尚及其流行领域的三个层面：观念的、（）的和

外化的物质形态的

[206] 难易度.易

[206] 选项数.1

[206] 选项 A.行为

[207] 题目类型.填空题

[207] 大题题干.时尚的短暂性是由时尚的（）性所决定的

[207] 难易度.易



[207] 选项数.1

[207] 选项 A.新奇

[208] 题目类型.填空题

[208] 大题题干.自我是指自己身体和（）的主体

[208] 难易度.易

[208] 选项数.1

[208] 选项 A.心理状态

[209] 题目类型.填空题

[209] 大题题干.自我概念是指个人对于自我特征的认识以及自己对

于这些品质的（）

[209] 难易度.易

[209] 选项数.1

[209] 选项 A.评价

[210] 题目类型.填空题

[210] 大题题干.在进行消费者行为解释的时候，需要对近因和（）

两个层面的视角进行全面认识

[210] 难易度.易

[210] 选项数.1

[210] 选项 A.终因

[211] 题目类型.填空题

[211] 大题题干.自我与超我是（）的变形

[211] 难易度.中

[211] 选项数.1

[211] 选项 A.本我



[212] 题目类型.填空题

[212] 大题题干.( )提出了本我、自我、超我的冰山模型

[212] 难易度.中

[212] 选项数.1

[212] 选项 A.弗洛伊德

[213] 题目类型.填空题

[213] 大题题干.（）是符号相互作用论的开创者

[213] 难易度.易

[213] 选项数.1

[213] 选项 A.米德

[214] 题目类型.填空题

[214] 大题题干.流行按形成划分为：偶发型流行、象征型流行、

（）

[214] 难易度.中

[214] 选项数.1

[214] 选项 A.引导型流行

[215] 题目类型.填空题

[215] 大题题干.流行按周期和演变的结果分为：稳定性流行、一过

性流行、反复性流行、（）

[215] 难易度.中

[215] 选项数.1

[215] 选项 A.交替性流行

[216] 题目类型.填空题

[216] 大题题干.流行的传播过程可以从个人、群体、（）三个不同

层次进行分析

[216] 难易度.易



[216] 选项数.1

[216] 选项 A.社会

[217] 题目类型.填空题

[217] 大题题干.评价是对流行的（）形成过程

[217] 难易度.易

[217] 选项数.1

[217] 选项 A.态度

[218] 题目类型.填空题

[218] 大题题干.神话故事在文化中有四种相互联系的功能：形而上

学、社会学、宇宙哲学、（）

[218] 难易度.中

[218] 选项数.1

[218] 选项 A.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