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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效果与受众的心理加工机制
　　　　　　———孔繁森事迹宣传效果的调查研究

张向葵　陈彩琦　付桂芳

　　摘 　要 　本文以孔繁森事迹宣传效果为例 ,调查分析了受众对宣传内容的认同、情感唤

醒、评价和比较及行为发动的心理加工过程及影响因素。构建了心理加工机制模型 ,它由认

同器、情感唤醒器、评价和比较器及行为发动器组成。这个机制直接参与并制约宣传效果。

若各加工器间相互联系和密切协调 ,宣传效果就好 ,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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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目的

宣传效果是指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宣传内

容传达给受众 ,并使其受到教育和鼓舞 ,产生

积极行为。近年来 ,宣传心理学研究指出 ,宣

传效果直接受受众心理加工机制制约。所谓

受众心理加工机制是指它对宣传内容接受和

同化的内在机制。目前 ,尚无人对这个机制

进行研究。为此 ,本文以孔繁森事迹宣传效

果为例 ,尝试研究这个机制并提出模型。其

目的是为提高宣传工作的效果提供心理学依

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包括三个

部分 : (1)封闭式问题 15 个 ,涉及受众心理加

工机制的四个方面 :认同、情感唤醒、评价和

比较及行为发动。(2)开放式问题 2 个 ,涉及

孔繁森事迹宣传中存在着的问题及如何改

进。(3)影响因素调查 ,如受众的职业、文化

程度、年龄和地域。

本研究是以长春到上海的 148 次、西安

到杭州的 161 次和上海到沈阳的 134 次列车

上的旅客 (18 岁以上) 为第一组受众 ,以长春

市候车室候车旅客为第二组受众。发出问卷

500 份 ,收回有效问卷 365 份。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孔繁森事迹的熟知与认同

受众对宣传内容的熟知是实现对其认同

的第一步。调查表明 ,约 98 %以上的受众知

道孔繁森事迹。这说明通过一年来的宣传 ,

孔繁森事迹几乎人人皆知了。但是 ,他们对

孔繁森事迹的认同存在差异。认知心理学家

指出 ,认同是指在认识过程中 ,个体把客体纳

入主体的图式 (知识经验) 之中 ,并引起图式

的量的变化①。按照该界定 ,受众把孔繁森

事迹纳入他们已有的知识经验之中 ,并对其

产生一定的积极反应为认同。调查中 ,认同

有两个客观指标 :效价和作用。前者要求受

众对学习孔繁森事迹是否与以前英模一样有

学习价值发表意见 (很值得学习、一般、不值

得和不知道) 。后者要求指出学习孔繁森的

作用 (积极、消极、没作用和不知道) 。结果表

明 :约 6611 %的受众认为孔繁森事迹不仅很

值得学 ,而且对社会能够产生积极作用。只

有 2117 %的人认为孔繁森事迹对社会不会

产生任何积极作用。在这 2117 %的人数中 ,

其中 35 岁以下占 218 % ,35～45 岁占 21 % ,

45 岁以上占 7511 % ;大学、中学和小学文化

程度以上者的百分数分别是 213 %、2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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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75 % ;工人占 86 %、干部占 3 %、学生和教

师约占 1111 % ; 南方人占 85 % ,北方人占

15 %。这说明对孔繁森事迹认同者占调查总

人数的一半以上。不认同者占不到整体的四

分之一 ,其中存在明显的年龄、文化程度、职

业和地域的差异 ,即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

低、职业越具有体力性和地域越往南方的人 ,

对孔繁森事迹不认同者越多。

(二)孔繁森事迹产生的情感唤醒

情感唤醒是指个体情绪和情感潜在的活

动状态。一般来说 ,情感唤醒水平越高 ,越容

易做出对宣传内容的高度评价和积极行为。

宣传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为“自己人”效应。

所谓“自己人”效应是指受众把宣传内容纳入

自己的主观体验之中 ,并与其融为一体②。

这种效应与人的情感有密切关系 ,当受众与

宣传内容在情感上产生共鸣时 ,可以增加宣

传的效果。反之亦然。调查结果表明 ,约

7911 %的人被孔繁森事迹深深地感动 ,15 %

的人被一般感动 ,只有 5 %的人没被感动。

这说明孔繁森事迹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但

是 ,这种感染力也具有较大的情景性、激动性

和暂时性。约 6711 %以上的受众说 :“当我

看和听孔繁森事迹时 ,很受教育和鼓舞。可

是 ,离开了具体情境 ,热情就降下来了”。调

查又发现 ,增加宣传方式和时间并没有使宣

传内容的感染力提高 ,反而降低。约 5116 %

的人认为 ,刚开始学习孔繁森事迹时 ,很受教

育。但是 ,总讲和常说 ,心理上的可接受性开

始逐渐衰减 ,以至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还有

4812 %的人认为 ,宣传最好要适度 ,否则 ,会

物极必反。这说明受众对孔繁森事迹宣传产

生了一定的逆反心理。认知心理学研究指

出 ,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过度呈现或强

调某个信息 ,不仅容易引起人的感知觉疲劳 ,

而且还易使人的情绪和情感去极化 ,即反

感③。

(三)孔繁森事迹影响力的评价和比较

受众对宣传内容的评价和比较体现在个

体效应和社会效应两个方面。个体效应的客

观指标是看宣传内容是否对受众的思想认

识、价值取向和理想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社

会效应的客观指标是看宣传内容是否产生了

积极的社会影响。调查发现 ,约 75 %的人认

为孔繁森事迹对他们重新考虑人生的意义、

价值和如何活着有重要影响。按年龄统计 ,

35 岁以下约占 87 % , 35 岁～45 岁以下占

10 % ,45 岁以上占 3 % ;按文化程度统计 ,大

学以上占 76 % ,中学以上占 23 % ,小学以上

占 1 %。按职业统计 ,学生为 8012 % ,干部为

15 % ,工人为 418 %。按地域统计 ,北方为

75 % ,南方为 25 %。但是 ,在回答“您是否因

孔繁森事迹改变了理想”一题时 ,约 85 %的

人认为孔繁森事迹不能影响他们的理想。这

说明个人认识的深层部分是比较稳定的心理

成分 ,不易改变。社会效应调查结果表明 ,约

35 %的人认为 ,孔繁森事迹能够改变领导干

部的腐败作风 ;约 60 %的人认为 ,宣传不能

给社会风气带来改变。这些结果表明 :第一 ,

孔繁森事迹对个人的影响力大于对社会的影

响力 ,第二 ,对个人的影响力存在年龄、职业、

文化程度和地域的差异 ,即越年轻、文化程度

越高、职业越脑力化和越往北方的人 ,受孔繁

森事迹影响越大。

(四)孔繁森事迹产生的行为效应

宣传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使受众在对宣传

内容认同、情感共鸣及评价和比较的基础上

产生积极的行为 ,即做一些对他人、集体和社

会有益的事情。调查结果表明 ,通过学习孔

繁森事迹 ,约 45 %以上的人比以前多做了一

些好事。约 55 %的人中有愿望和决心 ,但没

有行动。其原因是 ,他们对学英模做好事有

抵触心理。他们说 :“如果领导干部以身作

则 ,向孔敏森同志那样甘当人民的公仆 ,我们

群众就学。否则 ,就不学。”。由此说来 ,消除

孔繁森事迹宣传中受众的抵触心理 ,主要应

该出现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效应 ,即让群众

看到学习不是走形式 ,而是教育了领导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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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领导 ,给群众树立了榜样。否则 ,无论孔繁

森事迹有多大的感染力 ,也难以收到良好的

宣传效果。

四、受众的心理加工机制

通过对受众学习孔繁森事迹过程的考

察 ,我们尝试提出受众心理加工机制的模型

(如下图) 。在这个模型中 ,受众的心理加工
　　　宣传内容
　　　　 �
┌────────┐不 熟 知 ┌─────┐
│　认 　同 　器 　　│───→│　排 　除 　│
└───┐　┌──┘　　　　└─────┘
　　　　│熟 │
　　　　│知 │
┌───┘　└──┐出现过频 ┌─────┐
│　情感唤醒器 　　│───→│　逆反心理 │
└───┐　┌──┘　　　　└─────┘
　　　　│自 │
　　　　│己 │
　　　　│人 │
┌───┘　└──┐深层分析 ┌─────┐
│　评价和比较器 　│───→│求稳定心理 │
└┐　┌──┐　┌┘　　　　└─────┘
　│个 │　　│社 │
　│人 │　　│会 │
　│效 │　　│效 │
　│应 │　　│应 │
┌┘　└──┘　└┐不良参照 ┌─────┐
│　行为发动器 　　│───→│求榜样心理 │
└───┐　┌──┘　　　　└─────┘
　　　　┘反 └
　　　　　应

图　听众心理加工机制模型

机制由四个加工器组成 :认同器、情感唤醒

器、评价和比较器及行为发动器。首先 ,外界

信息通过各种感觉通道进入受众的认同器。

它按受众对信息已有的感知和了解 ,将其分

为熟知和不熟知两部分。熟知的信息被纳入

他们已有的图式中 ,得到经验式的肯定后 ,被

转入情感唤醒器。不熟知的信息被认同器排

除其外。其次 ,进入情感唤醒器的信息 ,一部

分唤醒了“自己人”,引起了情感共鸣 ,内化了

信息的感染力 ,使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启动

效应 ;另一部分由于“自己人”在短时内出现

率过频 ,使情感唤醒器启动功能凝滞 ,即心理

上逆反 ,降低了宣传效果。再次 ,具有积极启

动功能的“自己人”进入评价和比较器之后 ,

开始对信息的个体效应和社会效应进行衡量

和评定。它们对个体的观念和认识有较大的

积极影响 ,但是对其的深层部分如理想影响

不大 ;对社会影响小于对个体的影响。因此

说 ,评价和比较器具有较高级的分析和判断

作用 ,对信息能够进行意识整合及决策 ,使其

维持心理平衡。最后 ,行为的发动器是信息

的输出器 ,也是执行决策的机关。一方面 ,它

调节行为适应环境 ,另一方面 ,它又促使行为

同环境对抗 (抵触) 。协调二者关系的必要条

件是领导榜样效应 ,即领导行为必须先于一

般受众行为 ,否则 ,抵触心理干扰宣传效果。

五、小结

本文在调查的基础上 ,用具体的数据分

析了孔繁森事迹宣传效果及影响因素 ,其结

论是 :受众对宣传内容的接受、同化及做出行

为反映过程是一个心理加工过程。这个过程

是复杂的 ,也是有规律的。复杂性表现在心

理加工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如年龄、职业、文

化程度和地域等 ;规律性表现为加工过程是

有层次的和逐步上升的 ,即加工从初级的认

同器开始 ,经情感唤醒器、评价和比较器 ,到

较高级的行为发动器结束 ,反映了受众加工

信息过程的内部机制。这个机制直接参与和

制约宣传效果。如果各加工器间相互联系和

密切协调 ,宣传效果就高 ,否则就低。因此 ,

我们认为该模型揭示了受众心理加工过程的

基本机制 ,可为科学化的宣传工作提供直接

的心理学依据。当然 ,我们的调查研究还是

粗浅的 ,对情感唤醒器的启动凝滞现象是无

法直接观测的 ,靠问卷调查也存在间接性。

再有 ,影响宣传效果的逆反心理、抵触心理和

领导干部的榜样心理等因素是需要作进一步

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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