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态度问题是社会心理学关键问题，正如心理史学家 

墨菲 所言：“在社会心理学全部领域中，可能没有一个

概念所处位置比态度更靠近中心。”在过去几十年中，心

理学家对态度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又细致研究，得到了许多

对我们生活有指导意义结论。我们下面就从态度形成、态

度改变、以及态度与偏见几个方面对态度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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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态度概述
（一）态度定义

   1.什么是态度？

      态度是社会心理学中定义最多一个概念，不一样学者有不一样定义。

不过有代表性概念包含以下三种：

  奥尔波特（G. Allport 1935）受行为主义影响，认为态度是一个心理和

神经准备状态，它经过经验组织起来，影响着个人对情境反应。他定义

强调经验在态度形成中作用。

  克瑞奇（Krech 1948）则认为态度是个体对自己所生活世界中一些现象

动机过程、情感过程、知觉过程持久组织。他定义忽略过去经验，强调

现在主观经验，把人当成会思索并主动将事物加以建构个体，反应了认

知派理论主张。

  弗里德曼（Freedman）认为态度是个体对某一特定事物、观念或他人稳

固，由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成份组成心理倾向。他定义强调了态

度组成及特征，是当前被大家公认很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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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态度心理成份及关系

   弗里德曼态度定义中包含三个成份：

       一是认知成份（道德观和价值观），它是指人们对外界对象心理

印象，包含相关事实、知识和信念，认知成份是其余部分基础。

       二是情感成份（喜欢与厌恶），它指人们对态度对象必定或否定

评价以及由此引发情绪情感，情感成份是态度关键与关键，情感既影

响认知成份，也影响行为倾向成份。

       三是行为倾向成份（谋虑、企图），是指人们对态度对象所预备

采取反应，它含有准备性质。行为倾向成份会影响到人们未来对态度

对象反应，但它不等于外显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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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想一想你对一台多功效微波炉态度，包

含：首先你对这台微波炉功效和价位认知是什么

？ 在认知基础上形成信念是什么？ 可能你认为

这种多功效微波炉与其它微波炉相比，耗电更多

而且操作繁琐。其次，你看到这台微波炉情感反

应是什么？ 可能你感到好奇而兴奋。假如你是一

位喜欢传统烹调技术人，可能你会感到不屑。最

终你行为反应是什么？ 你会到商店真买一台吗？ 

全部这些成份共同结合起来形成你对多功效微波

炉总体态度。  社会心理学第四讲态度问题专家讲座 第4页



（二）态度与行为

  

           1.态度特殊水平

           在经过态度预测行为时候，首先应该看

看态度是指向普通人群还是特殊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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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一项研究中，美国人对亚洲人态度

与对某一个亚洲人态度在特殊性上不一样，

所以用态度预测人行为时，后者更准确一

些。20世纪30年代初，绝大部分美国人对

亚洲人持有种族偏见。为了研究这种偏见

影响，研究者邀请了一对来自亚洲年轻夫

妇驾车做环美国旅行。在他们所经过饭店

和旅馆老板会不会因为他们对亚洲人偏见

而拒绝接待这对夫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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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在三个月旅行中, 他们经过66家旅
馆只有1家拒绝让他们住宿, 而184家饭店没

有一家拒绝他们用餐。以后研究者又给他
们经过旅馆与饭店写了封信, 问他们是否愿
意接待亚洲人, 结果在128封回复信中, 90%

人说让他们不会接待。很显然态度与行为
发生了矛盾。许多研究者发觉, 态度特殊性

越高预测行为越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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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间原因

      时间原因也影响人们用态度预测行为准确行。

普通来说，在态度测量与行为发生之间时间间隔
越长。不可知事件改变态度与行为之间关系可能
性越大。比如在总统选举中发觉，选举一周前民
意调查结果要比一个月前更准确。在经过态度预
测一个人行为时，必须知道他态度是什么时候态
度；假如时间太久，在预测时就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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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意识

      内在自我意识高人较为关注本身行为标准，所以应他

们态度预测行为有较高效度；而公众自我意识高人比较关
注外在行为标准，所以难以用他们态度对其行为加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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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态度强度

      与弱态度相比，强态度对行为决定作用更大。不过怎

样才能使态度变强呢？研究发觉，对态度对象仅仅要求更
多信息就足以使人们态度强度增加。在一项研究中，研究
者先问了被试对一些环境问题态度，让后让他们参加环境
保护活动，结果发觉对环境问题有丰富知识被试态度与行
为一致性较高。增加态度强度另一个路径是让个人参加到
态度对象中来，让人们参加一些事情是增强其态度有效伎
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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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态度可靠近性

      态度可靠近性指态度被意识到程度，越轻易被意识到

态度，对人们来说他可靠近性越大。

      当可靠近性很高时，一看到或想到某个事务时就对他

有某种态度；而当可靠近性很低时，人们对该事务态度展
现要慢多。所以可靠近性高态度更可能预测人行为。

      比如对不一样品牌口香糖做评价，态度可靠近性能够

用人们回答态度问题反应时来衡量。

      态度可靠近性高人，其态度和行为总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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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态度心理功效

         效用功效（奖励与处罚）。

         知识功效（主动态度有利于知识组织）。

         自我保护功效（应付情绪冲突和保护自尊）。

         价值表示功效（取得内在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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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态度测量

      1、直接测量    自陈法、观察法、问卷法。

      2.间接测量     投射技术、生理指标测量、反

应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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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态度形成

          人们对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一个态度：对自己

祖国、对父母、对朋友以及与自己相关人或事物。

那么态度是从什么地方来呢？ 有些人认为与基因

相关。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们认知结构、情感

经验和行为经验是他们态度形成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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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态度形成与学习

 Hovland认为态度学习有三种机制：

     

     1、连结。特定态度与一些事物联络在一

起；

     2、强化。受到奖励有利于形成对一些事

物态度；

     3.模仿。经过模仿榜样人物态度而形成。  

社会心理学第四讲态度问题专家讲座 第15页



      kelman认为，态度形成与改变与三个不一样

社会化程度相关: 

      一、服从—人们担心收到处罚或是想得到预

期回报；

      二、认同—与心理上认可榜样一致；

      三、内化—把态度当成自己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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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感原因在态度形成中作用

        心理学研究表明，有时候人们对他人态

度形成与情感有亲密关系，以情感为基础
态度起源是各种多样：

         1、价值观和价值取向。

         2.基于感觉反应、审美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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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曝光效应

            指人们对其它人或事物态度伴随接触

次数增加而变得更主动一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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