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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转变理论对提升廉政教育效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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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社会心理学态度转变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当前廉政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即教育内容的重复性、

教育过程的单向性和教育方式的外在性。提出进一步提升廉政教育的效果就要做到:在了解领导干部对廉洁自

律的真实态度的基础上,按照心理学原理,组织好教育的内容,选择好廉政宣讲者,关注受教育者的情绪状态;还
要遵循和运用“睡眠者效应”“恐惧唤起”等心理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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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廉政教育的过程,是
对广大干部的态度优化,使其形成正确的态度并转

变错误态度的综合过程。借鉴社会心理学中态度转

变的研究成果,指导廉政教育,对提升教育效果具有

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态度转变理论及其与廉政教育
的关系

  态度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对
于态度的定义,却一直没有统一的界定。美国心理

学家奥尔波特[1]在1975年的一篇综述文章中,列举

了多达17种的态度定义,并归纳出了这些定义的5
个共同点,即态度是意识和神经系统的某种状态、态
度具有反应准备性、态度具有组织性、态度的产生离

不开以前的经验和态度可以给行为以指导性和动力

性影响。其后,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一致认为:态度

是一种看不见的内部准备状态,通常可以通过外显

反应加以推导,其主要特征是评价性,即对某一对象

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反应倾向。

1.几种有代表性的态度转变理论

态度转变是指人的态度由旧变新的过程。态度

的转变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形成新态度;二是态度

的量变,即态度程度上的变化;三是态度的质变,即
态度方向的变化。

态度形成和改变的三阶段理论[2]认为:态度的

改变要经过模仿或服从→同化→内化3个阶段;社
会判断理论[3]认为,当人们遇到劝说信息或新的观

点时,首先要对这些信息和观点进行判断,找出它们

在自身的态度区域中相对应的位置,然后才会根据

不同的情形做出态度改变或不变的反应。
在众多态度转变理论中,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

夫兰德于1959年,在信息传递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的“态度转变———说服模型”[4](图1)影响较大。他

把复杂的态度变化过程放到程序化的信息模式中去

考察。而且在说服者、信息、被说服者之外,还考虑

到了情绪、人格特点、情境等因素对态度转变的影

响,其有效性也得到了社会心理学界的公认。

图1 态度转变———说服模型

  2.态度转变影响因素与廉政教育影响因素的

关系

从图1可以看出,影响态度转变的因素主要包

括,说服者、传递的信息、被说服者及情境。正是他

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左右着说服的效果。同样的,廉
政教育的过程,是廉政教育主体对广大干部施加影

响和广大干部接受教育影响相统一的过程。廉政教

育的影响因素主要有4个:教育者、廉政教育的内

容、受教育者、社会环境。正是这4个因素之间的相

互作用和变化发展(图2),构成了廉政教育过程中

不断解决4个因素之间矛盾的无限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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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态度转变影响因素与廉政教育影响因素的关系

  二、态度转变理论视角下当前廉政
教育存在的弊端

  廉政教育的有效性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
“廉政教育不扎实的问题已经讲了多年。这些

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都搞了许多形式

多样的廉政教育,但是教育效果却不显著,许多人都

感到对干部的廉政教育不到位、不入脑、不入心。”[5]

如果站在社会心理学态度转变理论的角度,审视当

前的廉政教育,就会发现许多问题。
1.廉政教育内容的重复性,容易形成规避的心

理屏障

心理学家的实验证明,在沟通说服过程中反复

呈现观点,“不论呈现的观点是被试者希望听到的,
还是他们不希望听到的,其效果都呈倒 U 型曲

线”[6]。米勒(R.Miller)[7]也提出,反复呈现的信息

如果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使人们感到这种宣传是在

看低、甚至侮辱他们的智力和判断力,因此会引起其

防御性的反抗。当前的廉政教育,在很多情况下是

同一内容、单一形式的反复呈现。如廉政教育与政

治学习的内容有交叉性,而且基本是同一学习内容

从上到下的层层传达,使廉政教育的内容反复呈现。
这样就会让领导干部有某种程度的懈怠。不可否

认,一个人不可能第一次听到一种新观点就被说服。
许多研究表明,增加熟悉性可提高对信息的吸引力。
这种重复性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对干部的廉政教

育有一定的“累加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干部

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他们逐步将廉政意

识和道德提升作为自己工作的前提。然而,多次重

复的宣传,很容易产生心理上的“抗药性”,造成领导

干部对教育内容的厌恶甚至反感,在心理上形成规

避的心理屏障。可见,廉政教育内容的重复呈现,一
旦超过某个限度就会使受教育者对教育内容产生反

感,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廉政教育的有效性。
2.廉政教育过程的单向性,容易形成消极的心

理抵制

Hovland等[8]人通过对说服中提供单面信息和

双面信息进行的研究证明:对于教育水平较高的对

象,同时提供正、反两方面的信息,再通过辩论,强调

说服者有目的的指向的一方,说服效果比较好。而

且,如果只提供信息材料,然后由接受者经过自己研

究作出结论,则可以更好地引起态度转变。而命令

式的直接给出结论的方式,容易激发个体自我防卫

机制的作用,使态度转变出现困难。当前的廉政教

育一直是“灌输”式的单方面宣传。领导在会上“照
本宣科”,听众在下面洗耳恭听,大家只是单方面信

息的被动接受者。学习方式几乎没有讨论式的,有
时即使开展讨论,其中真正 “民主”的成分也较弱,
讨论结论大部分是由主持讨论者直接给出,很少有

参与者参加结论的辩论、推导。这种情形就造成教

育过程的单向性,缺乏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

动。这种单向性的教育方式,显然不符合受到过中

高等教育、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

的思维方式。而且这种没有经过受教育者自己参与

论证,被动接受的结论,极少能真正被内化于心灵,
反而容易形成消极的心理抵制。
3.廉政教育方式的外在性,容易产生“过度理由

效应”
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LeonFest-

inger)的研究表明:单独强调外部刺激会损害内部

道德动机。他在其认知不协调理论中证明,外部的

强制性很容易为个人的行为提供过度理由,从而阻

止人们寻求真正的内部动因,产生“过度理由效

应”[9]。对于一部分干部来说,廉政教育在某种意义

上一直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和约束力,使许多干部

认为这种教育活动就是完成任务,出现人在教育现

场,心在其他地方的现象。他们重在形式上的参与,
而很少真正用心思考,因此,无法产生发自内心的主

观需求。这种教育方式,具有强烈的外在性,给干部

在解释自己参加教育学习时一个强大的外在的理

由,即廉政教育就是为了完成领导干部的规定动作,
它只是一个需要完成的硬指标而已,而不能让领导

干部真正将学习转向自己的内心,不能自觉地将教

育内容与自己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

  三、运用态度转变理论提升廉政教
育效果

  廉政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广大干部树立高尚的从

政道德,养成正确的廉洁意识,并将这种道德和意识

落实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行为中。从态度转变理论

的视角看,就是对党员干部正面态度的强化、偏差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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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修正、错误态度的扭转。因此,在廉政教育过程

中,在创新教育形式、理顺教育机制、完善教育制度

的同时,充分运用态度转变理论指导廉政教育,也可

以有效提升廉政教育的效果。

1.重视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真实态度,做到因

人施教

Hovland的态度转变———说服模型告诉我们,
在进行态度转变工作时,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要把注

意力放在了解被说服者原有的态度上。我们在廉政

教育过程中,首先应该知晓广大干部对廉洁从政的

已有态度,并以此来确立廉政教育的切入点和起始

点,提高教育的针对性与可行性,做到因人施教。要

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个别访谈、个案分析等形式,
开展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现状、廉洁状况的调查

分析,全面了解领导干部对腐败行为的认识、对腐败

产生原因的认识、对党和国家治理腐败的信心的认知

等情况。通过这些调查与分析,获得领导干部对廉洁

从政的真实态度,设计出针对不同人群的教育策略。
2.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形式,避免单一传递

Hovland等[8]人通过对信息传递结构对态度转

变的实验研究发现,当被说服者的立场与信息传递

的内容相一致时,大多数人接受单一传递。在文化

教育程度低的被说服者中,单一的信息传递更有效;
在文化教育程度高的被说服者中,全面传递正、反两

方面的信息则更有效,而且这种已经取得的说服效

果,即使受到反宣传的影响,也仍然可以起作用。在

对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过程中,由于受教育者已经

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基

本成熟,他们属于文化教育程度高的一类人,所以,
针对他们的廉政教育应该运用正、反两方面的材料

进行宣传才能获得更好的效果。除此之外,还要创

新教育方式,要以讨论、辩论等双向沟通的方式进行

教育。这样不仅能够使他们对象有更多的自我选择

权,而且可以抵制来自非主流方向的负面宣传。
3.集中教育要选择好宣讲者

马克思指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

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10]。
Hovland等人也认为,信度高比信度低更能引起态

度的变化。所以,在进行廉政教育时,要注重宣讲者

的自身素质。由于宣讲者自身的可信度、吸引力等

因素影响着廉政教育对象的态度转变,因此,那些在

现实中发生的,领导干部在台上大讲廉政,下台就被

纪检监察机关带走的情形,是对廉政教育的毁灭性

打击。因此,廉政宣讲者最好是廉政研究的专家学

者,他不仅能充分掌握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与法律法

规,还要有广博的知识、良好的口才、高尚的道德。
如果廉政教育者面对的是群体态度的转变,则要通

过展现宣讲者的可信度和吸引力,有效地激励群体

内个体态度的转变,进而影响到群体态度的转变。
4.个别教育要关注受教育者的情绪状态

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证实:让人们处于良好的

情绪状态,更容易使人们改变态度[11]。情绪与态度

转变的相关研究也表明,情绪积极的人的态度转变,
与提供的论据的强或弱,关系并不密切。但对于处

于中性情绪的人的态度转变,论据的性质就造成了

显著的差异。个别谈话作为一种廉政教育中经常用

到的教育方式,一般出现在面对面的教育之中。根

据以上的研究结论可以发现,任前谈话是进行廉政

教育的较好时机。因为干部被提拔后,情绪是积极

正面的,更容易接受廉政信息。但对于已经发现问

题的人员的个别谈话,就涉及到警示教育了,因为其

情绪肯定不是积极正面的。

5.警示教育要适当运用恐惧唤起

恐惧唤起就是将关于态度转变的信息,设计为

被说服者在未被遵循时引起其恐惧。成功的恐惧唤

起的关键,就是让被说服者感到自己在一个威胁面

前是脆弱的,但他们可以采取行动来应对这种威胁,
并且他们具备采取这些行动的能力[11]。对于思想

已经出现问题的干部,警示教育是一种有效的教育

方式。在警示教育中应该引起其较强烈的恐惧心

理,告诉他们党和国家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通过

宣传每年因腐败犯罪而被打击的案件,让他们感觉

到在强大的反腐败态势下个人是脆弱的;带领受教育

者参观监狱、听腐败分子现身说法,让他们知晓被打

击者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痛苦,唤起其恐惧。但是,
仅仅只有恐惧显然还不够,还要在这些活动过程中指

导他们如何规避这些恐惧,告诉他们,自己有能力通

过自身努力来规避这些恐惧———那就是廉洁从政。
6.充分运用睡眠者效应,强化廉政教育制度的

刚性

Hovland及其同事在对劝导在态度形成和改变

中的作用进行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睡眠者效

应”。凯尔曼和Hovland在1951年通过实验证实,
虽然被说服者开始对不信任的来源提供的信息持有

怀疑,但随着时间的渐渐推移,他们逐步会将信息的

内容和信息的来源分离开来,在不知不觉中全面接

受原先拒绝的信息。可见,信息来源的可信性的作

用,会随着接受者的遗忘而发生变化。大众传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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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电视、网络等)作为一种信息来源,其对人们的影

响不只是社会效率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改

变人们的既有态度。在廉政教育中,灵活运用大众

传媒可以大大提高廉政教育效果。虽然现实中有部

分人对主流媒体的宣传持有保留态度。“目前反腐

倡廉宣传教育方面,正面的宣传报道关注还不够,人
们对有关新闻报道的正面积极认识不够。”[12]但是,
“睡眠者效应”告诉我们,主流媒体的宣传引导应该

坚持。所以,我们应该健全廉政教育制度,用制度的

刚性,“强迫”干部接受教育。
总之,廉政教育效果的体现需要一个过程,期望

一蹴而就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因此,在廉政教育

中,必须开阔视野,注重创新,充分吸收已有的理论

成果,指导廉政教育实践,才能最终解决好廉政教育

的有效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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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ontheImprovingEffectofIncorruptibleEducation
fromApplyingAttitudeChangeTheory

LIJin-hong
(IncorruptCultureResearchCenter,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Incorruptibleeducationplaysanimportantroleincombatingcorruptionandbuildinga
cleangovernment,andtheeffectofincorruptibleeducationhasgainedextensiveattention.Thechangeof
attitudeissimilartothefactorsinfluencingincorruptibleeducation.Analyzingfromtheperspectiveofat-
titudechangetheoryinsocialpsychology,themainproblemsofincorruptibleeducationareasfollows:

therepeatabilityofeducationcontentwhicheasilyresultsinthepsychologicalbarrierofavoidance;the
simplicityofeducationprocesswhichcausesnegativepsychologicalresistance;theexternalityofeduca-
tionmethodwhichleadstoexcessivereasoneffect.Tofurtherenhancetheeffectofincorruptibleeduca-
tion,thefollowinghastobeobeyed:basedontheunderstandingofrealattitudeofleadersonincorrupti-
bleandself-discipline,incorruptibleeducationcontentandspokesmanshouldbearrangedandchosenac-
cordingtopsychologicaltheories,shouldpayattentiontotheacquirer’semotionalstate,andshouldobey
andapplypsychologymethodssuchas“sleepereffect”and“panicarousal”.

Keywords attitude;attitudechange;incorruptibleeducation;effect;progromoutcomes;eduction
wode

(责任编辑:侯之学)

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