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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时代可以利用网络技术结合态度改变理论设计出有效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方式。鉴

于网络的虚拟性特点,可将教育者划分为显性教育者与隐形教育者。依据态度改变理论当中的观点,在教

育者的形象设计上,应加强显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者的权威性、真诚感与提高隐性网络意识形态教

育者逻辑性、深刻性、隐蔽性；在教育内容的设计上,应区分单面论证的教育内容与双面论证的教育内

容、观点明示化的教育内容与观点暗示化的教育内容；在教育方法上,应准确把握教育对象的个体差异

性、合理地重复使用教育内容。 

[关键词] 态度改变理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在西方敌对意识形态势力渗透的背

景下,我国部分网民受到西方敌对势力

传递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主张等负面信息

的影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

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

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的敌对的对立。[1]在现实社会中,我国的

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

机制与体系。但是,自网络社会出现以来,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受到了极大

挑战,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网络意识

形态安全教育者权威性降低与网络意

识形态安全教育内容陈旧等问题。针对

以上问题,可尝试将自然语言处理、情

感分析等数据挖掘手段作为网络意识

形态安全教育的技术背景,将态度说服

理论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方

法论基础,有效地设计网络意识形态安

全教育者的形象、教育内容的形态与教

育方法的形式。 

1 态度改变理论的引入 

态度改变理论是在社会心理学中研

究态度改变规律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在

研究此理论的过程中,诞生了许多著名

的心理学家,其中以提出态度改变模型

的美国心理学家霍夫兰德(C.L.Hovland)

为代表,其态度改变说服模型如下图1

所示： 

态度改变模型有四个基本要素：说

服者、说服对象、说服信息与说服环境。

说服者、说服信息与说服环境对于说服

对象来说组成了其态度改变的外部因

素。在说服者尝试改变说服对象对某事

物的态度的过程中,说服者首先将相关

的说服信息传播给说服对象。当说服对

象接收到的信息与原有的态度不一致时,

便会产生心理上的紧张。与此同时,一致

性机制便会起作用。一致性理论的观点

是：当人们遇到与自己对某事物持不同

态度的情况时,心理上会产生紧张感,人

们会采取一些行为减弱这种心理上的紧

张感,其中反驳就是减弱这种紧张感的

行为方式之一。 

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可

将其理解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教育对

象原本没有统治阶级所要求的意识形态

思想形式,通过意识形态教育使教育对

象头脑中产生符合统治阶级所要求的思

想观念和价值形式。第二,教育对象的头

脑中有关于统治阶级所要求的思想观念

和价值形式,但是其与统治阶级要求的

思想价值观念不一致,因而仍需要通过

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方式使其价值观念

和情感态度与统治阶级所要求的保持一

致。某种程度上这两方面皆可理解为：

对教育对象进行态度改变的说服教育。 

2 教育者形象实效设计 

同等条件下具有更高可信性的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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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较于具有较低可信性的说服者更

容易引起说服对象态度的转变,因而人

们更容易受到权威专家、可信任的人的

影响。 

2.1加强显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

育者的权威性与真诚感 

显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者是在

网络空间中明确标明自己具有官方身份

背景的意识形态教育者。显性网络意识

形态安全教育者的特点是受众明确知道

其是意识形态教育者与其天生的官方属

性。霍夫兰德态度改变理论认为：“可信

性包括了受众对说服者知识、智力和真

诚感的认知。”[2]鉴于显性网络意识形态

安全教育者的特性,结合态度改变理论,

可对其进行教育者权威性的设计。教育

者所传播的教育内容是否权威直接决定

了教育对象是否相信教育者。从现实的

角度考虑,一旦教育对象知道教育者传

播的教育内容有虚假的成分,教育对象

几乎不会再相信教育者。在网络社会中,

显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者的权威性

主要体现在其所传播知识的真实性与丰

富性上,因此在网络社会中,可以从显性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者所提供内容出

发,提高传播内容的真实性与丰富性,进

而提升显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者的

权威性。 

其次是对显性教育者真诚感的设

计。由于显性教育者天生的官方身份,

其教育动机应该是被教育对象所得知

的。态度改变理论的学者指出：“随意和

非目的性谈话的传播效果,部分来源于

信息接受者没有批判和防卫的心理状态,

但如果受众知道传播者是蓄意来影响自

己时,这种心理状态就会出现。”[3]因而,

如何打破教育对象心理防御是显性教育

者所面临的问题。显性网络意识形态安

全教育者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

考虑到教育对象的个体防御体系。现阶

段通过技术手段分析出教育对象的心理

特质后,结合态度改变理论,提高显性网

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者的可信性应该从

提高其真诚感着手。 

2.2提高隐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

育者逻辑性、深刻性与隐蔽性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造成

青少年教育困难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教育

实践在他们面前以赤裸裸的形式进行,

而处于这种年龄阶段的人按其本性来说

是不愿意感到有人在教育他们的。”[4]隐

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者是在网络社

会中没有明确标明自己具有官方背景的

意识形态教育者。隐性教育者的身份以

及教育动机具有隐蔽性因此更能消除教

育对象的防御心理。态度改变理论认为

提高说服者可信性的方法之一可从说服

者智力、知识的塑造方面着手,而塑造智

力与知识的方式可从提高其逻辑性与深

刻性方面着手。在网络社会中,主体是在

交往行动以及交往结构中被构成的,所

有人类交往的内容都已经被解释成信息,

信息方式和信息本身都参与了主体的构

建,也就参与了自我的构建。[5]因而,增

强隐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者逻辑性

与深刻性应从其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叙

述事件的逻辑性上入手。 

3 教育内容的实效选择 

根据态度改变理论的描述,传播的

效果与话题的类型、受众的教育程度、

受众的原有立场、是否接受到反传播等

因素有关。这些观点对于网络意识形态

安全教育的内容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3.1教育内容的明示化与暗示化 

根据教育内容中是否明确包含了教

育者想要表达的结论可将教育内容分为

明示教育内容与暗示教育内容。教育者

应针对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向其传播针

对性的教育内容。首先,在传播教育对象

不关注的话题时,应使用明示教育内容。

霍夫兰德的相关研究证明了在关于非个

人化的话题,但是需要复杂步骤去推理

结论的说服性传播中,明示结论的形式

比让受众自己去推理结论的形式通常来

说更加有效。其次,在传播教育对象关注

的意识形态领域话题时,应当制定暗示

结论的教育内容。对于个人化的话题,

让受众自己得出结论的传播效果会更

好。在话题类型方面,态度改变理论认为,

当有强烈的“自我参与”内容出现在传

播话题中时,受众个人的独立思考就可

能会被极力坚持维护,受众个人可能会

更有动力仔细审视这些观点中包含的暗

示结论。因而,在教育内容定制化的过程

中,应区分明示教育内容与暗示教育内

容,合理的使用明示教育内容,充分使用

暗示结论的教育内容。 

3.2教育内容的单面化与双面化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传播采取单

面还是双面的教育内容应视教育对象的

具体情况而定。首先,对教育程度较低的

教育对象应使用单面论证的教育内容,

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教育对象应使用双

面论证的教育内容。根据霍夫兰德态度

改变理论的描述：“如果考虑说服对象的

教育程度这个因素,实验证明两面之词

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来说更加有

效；一面之词的传播对受教育程度较低

的人群更有效。”[6]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

育者可利用现有的网络信息有效分析出

教育对象的教育程度。针对教育程度相

对较低的教育对象,可向其传播单面论

证的教育内容。针对教育程度较高的教

育对象,可以向其传播双面论证的教育

内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者可挖掘

出教育对象是否被反宣传过以及分析出

其对某一意识形态话题持何种态度。当

分析出教育对象被反宣传过或者其持

有的观点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

相反时,可向其传播双面论证的教育内

容。当分析出教育对象持有的观点与我

国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时,一方面可利

用单面论证的方式强化其观点,另一方

面,向教育对象传播双面论证的教育内

容,使其形成抵制反宣传观点侵袭的免

疫能力。 

4 教育方法的实效运用 

方法的合理使用是增强网络意识形

态安全教育实效性的关键。霍夫兰德等

人指出影响态度改变持久性的因素：重

复传播、传播内容的生动性与传播内容

的意义性。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

过程中,教育者可以根据霍夫兰德态度

改变理论的相关规律设计出有效的教育

方法。 

4.1准确把握差异性规律,循序渐进

制定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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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改变理论的相关研究表明,在

说服的过程中说服的效果受说服者所提

倡的态度与被说服者原有态度之间的差

距所影响。相关研究者进一步发现,在一

开始态度的改变量随差异程度的增加而

跟着增加,但是当差异程度到达一定水

平时,被说服者的态度改变量就会开始

下降。这一规律对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教育在教育方法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首先,针对相关意识形态主题立场与

教育者所要求的立场有太大差距的教育

对象,教育者应该使用“循循渐进”的教

育方法引导教育对象。其次,针对相关意

识形态主题立场与教育者所要求的立场

相近的教育对象,教育者一方面可通过

“循循渐进”的教育方法引导教育对象,

另一方面可对教育对象进行直接的灌输

教育,以强化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价

值认知与情感认同。 

4.2适度重复教育内容,增强教育内

容的生动性与意义性 

教育对象初期对传播的教育内容学

习得越完整,记忆得就会越久,态度改变

的持久性也就会越强烈。在态度改变理

论的实验研究数据中表明：“较高的重复

量会提高记忆程度。”[7]杰西尔德的研究

结果表明,将重复传播提高三到四倍,会

提高记忆度,此外即使有再多的提高,其

效果都微乎其微。这些观点对网络意识

形态安全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

先,应适度重复传播教育内容。态度改

变理论相关研究表明,重复一般更有助

于强有力的观点,重复让人们有机会对

说服信息进行仔细考虑,强有力的观点

是经得起考验的信息,在更加彻底的信

息加工后,人们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其

价值和科学性；微弱的观点则与此相

反。其次,在重复传播教育内容时,应对

教育内容进行意义化与生动化处理。重

复不是简单地影响对信息内容的记忆。

通常的效果是在某些情景下会提高记

忆,没有任何奖励的过度重复会消耗教

育对象的注意力,因而在对教育对象使

用重复教育内容的方法时要注意重复

量的问题。相关学者指出,解决这一问

题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是：“在重复

要点时,辅以形式、风格和表达上的变

化”[8],更有意义的材料要比不容易理

解的材料更容易记忆；用各种方式去强

调一段文字材料能有效提高材料的记

忆；生动性的材料更容易被记忆。因而

在网络空间中,教育内容可通过各种生

动的形式展示出来,如电影、音乐、动

画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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