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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态度概述

一、态度的定义及其特性

二、态度的构成要素

三、态度、价值和信念



一、态度的定义及其特性

（一）定义

态度(Attitude)： 自身对社会存在所持有的一种具有
一定结构和比较稳定的内在心理状态。

1.态度的对象是社会存在。

2.态度的构成具有一定结构。

3.态度具有比较持久的稳定性。

4.作为态度的心理状态在内在的。



（二）态度的特性

❖1. 态度的社会性

态度不是天生的，是后天通过人际交往习得的。

❖2. 态度的 经验性

态度介于观念世界与经验世界之间。一方面反映了个人
所持有的思想观念；一方面又包含了很大的经验成份。

❖3. 态度的动力性

态度对心理与行为都有一种动力性的影响。



二、态度的构成要素

◆ C. T. Hoveland 和 M.J. Rosenberg的态度三要素定义
（1960）

态度是刺激和反应之间的中介因素，由三要素组成：

❖ 1 认知（Cognition）因素：

❖ 2 （Affection）因素：

❖ 3 意向（Behavior）因素：

也把态度的三种成分说称为态度的ABC模型。



三个要素的关系：

认知 意向

独立程度高
占主导地位，比认知更
能影响行为



第二节 态度的理论

◆一、强化论观点

◆二、认知论观点

◆三、功能主义理论

◆四、态度改变的三阶段理论



一、强化论观点

❖（一）古典条件反射理论
建立联系（条件反射）

❖（二）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
强化、同化与内化（操作条件反射）

❖（三）学习理论的研究
服从、模仿（参照群体）



二、认知理论

❖（一）紧张减缓理论的研究

⚫ 1、 的三角平衡理论（P－O－X模型）

⚫ 2、 格的认知失调理论

❖（二）归因理论的研究

❖（三）社会判断理论



（一）紧张减缓理论的研究

◆这一理论的 思想（基本假设）是：

人的认知结构是一个平衡而协调的系统，如果出现了不平衡、不协
调，就会引起心理上的不适感，从而引起认知结构的改组，产生改变这

种状态的趋势，以便恢复协调。这种理论模型称”认知统合倾向”.

⚫1、 三角平衡理论（P-O-X模型）

⚫2、 格：认知失调理论



1、 的三角平衡理论（P-O-X模型）

平衡理论涉及一个人和两个态度对象之间的三角关系。

X

P 认知的主体

O

态度的另一个人 态度的某个对象

＋ 表示喜欢

＿ 表示不喜欢

这种关系影响人际喜欢与吸引，从而影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平衡理论理论要点如下：

O X

①态度的两个实体存在着两种关系，即平衡关系
和不平衡关系。

A. 有关系 且 喜欢（平衡）

B. 有关系 且 不喜欢（不平衡）

C. 无关系 且 喜欢（不平衡）

D. 无关系 且 不喜欢（平衡）

P
认知的主体

态度的另一个人 态度的某个对象



② P-O–X形成的三角形关系是一种 关系，即
好感或 态度。

❖人们喜欢完美的平衡关系，不喜欢有缺陷的不平衡关系：

⚫平衡关系：三边符号相乘为正

⚫不平衡关系：三边符号相乘为负

O X

P

＋ 表示喜欢

＿ 表示不喜欢



例如：

◆ 认为，P－O－X不平衡关系的任何一种情形，人们
都企图改变某一项而使之恢复平衡关系。

＋ －

＋

◆ 1、说服O不要踢

◆ 2、改变对O的亲密关系

◆ 3、说服自己改变对 的态度



2、 格的认知失调理论

◆ 1957年， 格,《认知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理论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人类有机体试图在其
意见、态度、知识和价值观之间建立内在的和谐和一致性。
即个人的认知存在着一种协调的内驱力。”

◆认知失调：是指 所持有的认知彼此 ,处于相互
对立的状态.这里所说的认知包括思想、态度、信念以及人们
认知上所感知到的行为。

◆理论假设：
❖ A）认知要 间可能会产生失调；

❖ B）认知失调的存在会引起减小这种失调或 失调的 ；

❖ C）减轻失调的 的强度是现有的不协调程度的函数。



◆每个人的认知系统中都同时存在着许多认知要素，它们之间
可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关系：

❖ A）不相关：一个认知要素与另一个之间没有逻辑关系或者说彼
此毫不相干。

❖ B）协调：指两个认知要素在逻辑上彼此相符，一个要素是另一
个要素的结果。

❖ C）不协调：指两个认知要素的逻辑不相符。

◆ 例如：

❖认知无关（吸烟危及健康，今天上课）

❖认知协调（吸烟危及健康，我不吸烟）

❖认知不协调（吸烟危及健康，我吸烟）



◆ 不协调的
❖逻辑上的不相容
❖认知成份与文化模式不协调
❖某个认知成份与某一更广泛的概念系统不协调
❖与过去经验不协调

◆ 失调的 ：
❖ 作为心理上不舒适感的失调的存在可导致 去减少失调、达
到协调；

❖ 当存在失调时， 除了失调以外，还主动避开促进失调增大
的情况和信息。



减少失调的方法：

❖（1）改变认知：

使之与其它认知保持一致。

❖（2）改变行为：
使对行为的认知与其他认知保持一致。

❖（3）增加新的认知：
给认知结构中补充有助于减少失调的新的认知要素，使认知之间
的 得到合理的解决。

重点



◆ （二）归因理论的研究

❖ 提倡以归因理论来说明社会态度变化的心理机制，并将其称为自
觉理论（Self Perception Theory)．

❖ 人们一般都能表述出自己为什么会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态度，对态
度的形成与变化的心理 也有一定的自知之明．

❖ 态度的形成与变化建立在人们有意识的理性评价的基础之上的．

◆ （三）社会判断理论

❖ 人们在对它物进行判断时，如果已经持有某种判断的参照标准，或是
拥有帮助判断的参照物，那么在实际判断时，将把被判断的事物与这
种参照标准或参照物进行比较，进而判断。

❖ 如果被判断的事物与这种参照标准或参照物相差较大的话，则人们会
倾向于将其判断为比实际上的要相差更大；如果被判断的事物与参照
标准比较相似的话，则人们会倾向于将其判断为更加相似的．



三、功能主义理论

◆基本主张：认为人们之所以持有某种态度，是因为这种态
度能够满足他们个人的某种需要，特别是心理上的需要。

❖ （一）工具性、调适性或功利性的功能

态度反映了 的内在需要—行为主义强化论

❖ （二）自我防御的功能

态度能帮 回避难以正视的现实， 心理健康—精神分析
理论

❖ （三）认识的功能

态度能帮 认识周围环境—认知理论

❖ （四）价值表达的功能

通过态度实现自我表现的需要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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