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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D_81_E7_AB_A0_E7_c38_534766.htm 一、态度与品德学

习的一般过程 (一)依从 包括从众和服从两种．从众是指人们

对于某种行为要求 的依据或必要性缺乏认识与体验。跟随他

人行动的现象。一般来说，缺乏自信心的人更容易产生从众

的行为。服从是指在权威命令、社会舆论或群体气氛的压力

下，放弃自己的意见而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服从可

能是由于自愿，也可能是被迫的。被迫的服从也叫顺从，即

表面接受他人的意见或观点．在外显行为方而与他人相一致

．而在认识与情感上与他人并不一致。服从现象的发生是由

于权 威的命令及现实的压力。 依从阶段的特征是：依从阶段

的行为具有盲目性、被动性、不稳定，随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此阶段态度与品德水平较低，但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

，是态度与品德建立的开端环节。 (二)认同 认同是在思想、

情感、态度和行为上主动接受他人的影响，使自己的态度和

行为与他人相接近。认同实质上就是对榜样的模仿。 认同阶

段的特征是：认同不受外界压力控制，行为具有一定的自觉

性、主动性和稳定性等特点。 影响认同的因素：榜样的特点

、榜样行为的性质、示范的方式。 认同的类型：偶像认同，

指出于对某人或某团体的崇拜、仰慕等趋同心理而产生的遵

从现象；价值认同，指个体出于对规范本身的意义及必要性

的认识而发生的对规范的遵从现象。 (三)内化 内化指在思想

观点上与他人的思想观点一致，将自己所认同的思想和自己

原有的观点、信念融为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 内



化阶段的特征：在内化阶段，个体的行为具有高度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并具有坚定性，表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此时，稳定的态度和品德即形成了。 二、

影响态度与品德学习的一般条件 (一)外部条件 外部条件是指

学生自身以外的一切条件。 1．家庭教养方式 若家庭教养方

式是民主、信任、容忍，则有助于儿童的优良态度与品德的

形成与发展。 2．社会风气 社会风气由社会舆论、大众媒介

传播的信息、各种榜样的作用等构成。青少年由于其自身的

道德、自我的发展尚未成熟，不善于作出正确的选择。所以

易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教育者要特别重视。 3．同伴群

体 学生的态度与道德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所归属的同

伴群体的行为准则和风气影响。小团体思想的健康与不健康

都对青少年品德的形成和改变具有重要影响。 (二)内部条件 1

．认识失调 勒温、皮亚杰、费斯廷格和海德等人的研究都表

明，amp.大&amp.人类具有一种维持平衡和一致性的需要，

即力求维持自己的观点、信念的一致，以保持心理平衡。当

认知不平衡或不协调时，内心就会有不愉快或紧张的感受，

个体就试图通过改变自己的观点或信念，以达到新的平衡。

可以说，认知失调是态度改变的先决条件。 2．态度定势 个

体由于过去的经验，对所面临的人或事可能会具有某种肯定

或否定、趋向或回避、喜好或厌恶等内心倾向性，这种事先

的心理准备或态度定势常常支配着人对事物的预料与评价，

进而影响着是否接受有关的信息和接受的量。帮助学生形成

对教师、对集体的积极的态度定势或心理准备是使学生接受

道德教育的前提。 3．道德认知 态度与品德的形成与改变取

决于个体头脑中已有的道德准则、规范的理解水平和掌握程



度，取决于已有的道德判断水平。实施教育时，应结合学生

的实际生活和切身体验，晓之以理。 此外，个体的智力水平

、受教育程度、年龄等因素也对态度与品德的形成与改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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