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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索突发性事件对民众心态的影响机制，了

解不同文化背景民众心态变化的规律- 方法：采用《“非典”心

态调查表》对广州、北京、西安地区 $" 多种不同职业 )%%( 名

公众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在 WPXW 疫情流行期间，%%V "Y 的

人把“获取信息”作为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措施，不同文化背

景人群对信息需求程度不同；认知模式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

高，越倾向于对突发事件的综合认知；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对突

发事件的态度存在明显分歧（!$ Z $%&V !&?，7 [ "V ""!）；不同

文化背景人群对尽快控制突发事件的心理期待水平存在显著

差异（!$ Z )+V $%%，7 [ "V ""!）- 结论：信息是突发性事件中影

响民众心态变化的主要因素，突发事件对不同文化背景群体

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
【关键词】WPXW；数据收集；突发事件；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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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 引言

目前突发性事件对人类危害严峻，特别是由此导

致的公众心态变化也不容忽视- 本文针对 WPXW 流行

这一突发事件，洞察疫情变化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北

京正处于流行高峰期，全国民众心态特殊，选择北京、

广州、西安这些典型地区，针对民众心态变化的趋势

进行调查，了解 WPXW 对全国民众心理行为的影响，

揭示面对大的疫情、灾难等突发性事件广大民众心态

的变化规律，为今后可能发生的灾难、突发事件以及

战争建立快速的社会监测和心理支持系统打下基础；

并对心理战中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如何采取信息

宣传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HG 对象和方法

H- HG 对象G 调查对象为北京、广州、西安地区不同职

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的各类人群，其中西安

++&& 人，占 +)V %Y，北 京 ++!% 人，占 +%V )Y，广 州

$"(& 人，占 $+V (Y，共计 )%%( 人- 调查职业涉及医护

人员、政府公务员、大学教师、院校学生、行政管理人

员、军人、公司职员、工厂工人、商场营业员、出租车司

机、警察、保安等 $" 多种，调查范围涉及 !"" 多个单

位- 调查人群中男性占 (&V ’Y，女性占 ’"V ?Y；年龄

为 !! 岁 \ %? 岁，平均年龄 $%V !! ] &V !$ 岁；文化程

度包括初中、高中、专科、本科和研究生 ( 个层次，其

中初中学历占 !"V &Y，高中学历占 !?V ?Y，专科学历

占 $!V $Y，本科学历占 ’+V ?Y，研究生学历占 %V %Y -
H- IG 方法G 采用苗丹民等编制的《“非典”心态调查

表》［!，$］- 调查表分两部分，第 ! 部分为受试者一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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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第 ! 部分有 "" 个条目，用以评估受试者认知模

式、行为情绪、社会态度和心理期待等状况# 调查采取

现场填写的不记名施测方式，调查时间为 !$$"%$&%
$’ ( !$$"%$&%)’ 日，该时间段是我国因受 *+,* 影响

民众心态变化极端明显的时期#
统计学处理：采用 *-** 进行分析，所用统计方

法为 !! 检验#

!" 结果

共计发出调查问卷 .&$$ 份，收回 .$$$ 份，回收

率 .’/ 01 ，其中有效问卷 200& 份，合格率为 .0/ &1 ，

问卷中个别项目的回答有缺项，故统计以实际发生数

为准# 调查结果人群心态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 ’ 个方

面，首先是信息的影响，其次是通过信息分析产生的

认知模式改变，第 " 是认知模式导致的社会态度变

化，第 ’ 是心理期待效应的影响#
!# #" 信息和心态" 面对大的疫情等突发事件，民众

的心态极大地受到信息的影响，整体上有 00/ $1 的

人把“获取信息”作为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有效措施，

但不同人群的选择比例不同，将选择信息影响的构成

比进行比较，结果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选择存在显著

差异（! 3 $/ $$)，456 )）；中等文化水平的人群对信

息需要最高，达到 2"/ 71 ，以中等文化水平为中点，

随着文化水平的升高和降低两个方向，人群对信息的

需要有降低的趋势；除通过获取信息应对突发事件

外，随着受教育水平的降低，将储存物品及寻找偏方

作为应对突变的人数增多#

表 )8 信息对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影响的比较

456 )8 9:;<5=>?:@ :A >@A:=;5B>:@ CAACDB :@ <E6F>D <C:<FC :A G>AAC=C@B CGED5BCG FCHCF? ［"（1 ）］

ICHCF " J::G? ?B:=5KC -=C?D=><B>:@ ?C5=DL M:GKC N@A: 5DOE>=C

PE@>:= L>KL ?DL::F .!’ "’（"/ 0） 2"（./ $） )"0（)’/ 2） 70$（0!/ &）

*C@>:= L>KL ?DL::F )’$’ ’2（"/ ’） 07（&/ ’） !).（)&/ 7） )$7)（0&/ 7）

*CD:@G5=Q CGED5B>:@ )02. ’$（!/ !） ’)（!/ "） !)"（))/ .） )’.&（2"/ 7）

R@GC=K=5GE5BC "7.& ))0（"/ !） 7)（)/ 0） 0!$（)./ &） !0.0（0&/ 0）

J=5GE5BC 7’’ ))（)/ 0） )!（)/ .） )"’（!$/ 2） ’20（0&/ 7）

4:B5F 2’&7 !&$（"/ $） !0"（"/ !） )’!"（)7/ 2） 7&)$（00/ $）

!! S !!7/ 2.$，! 3 $/ $$)#

!# !" 认知模式特点 " 通过对各种信息的综合判断，

人们形成对 *+,* 的认知模式，调查结果，认知模式

从生物模式转向生物%社会模式，其中 &7/ 21 的人认

为 *+,* 流行不单是自然或社会灾难，而是两种因素

综合影响的结果# 对不同文化背景人群选择 *+,* 为

自然性灾难、社会性灾难、自然与社会型灾难、规律性

事件的构成比进行比较，结果选择存在显著性差异

（! 3 $/ $$)，456 !），人群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

选择包括自然与社会的综合认知模式，而随着受教育

程度降低，人群选择单一的自然或社会认知模式的人

数升高#

表 ! 不同文化背景人群认知模式的比较

456 !8 9:;<5=>?:@ :A D:K@>B>HC ;:GCF :A <E6F>D <C:<FC :A G>AAC=C@B CGED5BCG FCHCF? ［"（1 ）］

ICHCF " T5BE=C G>?5?BC= *:D>5F G>?5?BC= T5BE=C 5@G ?:D>5F G>?5?BC= ,EFC >@D>GC@B

PE@>:= L>KL ?DL::F .!7 !0&（!./ 0） )’7（)&/ 2） ’70（&$/ ’） "2（’/ )）

*C@>:= L>KL ?DL::F )’)$ "2!（!0/ )） )22（)"/ "） 00.（&&/ !） 7)（’/ "）

*CD:@G5=Q CGED5B>:@ )2)) ’’7（!’/ 7） !!7（)!/ &） )$&.（&2/ &） 2$（’/ ’）

R@GC=K=5GE5BC "0!" 00)（!$/ 0） &"0（)’/ ’） !))!（&7/ 0） "$"（2/ )）

J=5GE5BC 7&. )’’（!)/ .） 7!（ ./ ’） ’!7（7’/ 7） !0（’/ )）

4:B5F 2&!. !$)2（!"/ 0） ))&.（)"/ 7） ’2’"（&7/ 2） &$.（7/ $）

!! S ))./ &$7，! 3 $/ $$)#

!# $" 社会态度变化" 尽管媒体进行了大量宣传，但

人们对社会事件仍持自己的观点，在调查中，当问到

如果发现自己发烧时，7./ $1 的人选择首先去发热门

诊，而 !&/ &1 的人会先自行观察，"/ ’1 的人选择抗过

去，还有 !/ )1 的人犹豫不决；将不同文化背景人群 ’
种选择的构成比进行比较，选择结果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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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结果显示选择“ 抗过去”和“ 犹豫

不决”的人群占相当小比例，对整体无显著影响，而选

择“首先去发热门诊”的随教育水平升高而降低，选择

“先自行观察”的随教育水平升高而升高)

表 (* 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社会态度的比较

%&’ (* +,-.&/01,2 ,3 1,40&5 &6606789 ,3 .7’504 .9,.59 ,3 80339/926 9874&698 59:951 ［"（; ）］

<9:95 " =,46,/ 4,2175602> ?953@,’19/:&60,2 A>2,/02> 06 B9106&602>

C720,/ D0>D 14D,,5 EFE GGF（H(# $） EH（$"# I） FH（(# "） ($（(# (）

?920,/ D0>D 14D,,5 $J$I $"HJ（GK# K） FIF（$G# H） I$（(# K） FH（F# "）

?94,28&/L 9874&60,2 $H$" $FJH（KE# "） JHH（FG# "） J$（F# (） ((（$# H）

M289/>/&87&69 (GF$ FJFK（KI# F） $"KG（FH# G） $IJ（J# $） GJ（F# "）

N/&87&69 KK" (K(（II# "） FKE（J"# H） $H（F# G） $"（$# I）

%,6&5 HI(I IHE(（KE# "） F$GJ（FI# I） FEF（(# J） $GK（F# $）

!F O FGE# $EK，! ! "# ""$)

!) "# 心理期待效应# 在疫情流行期间，人们的期待

心理表现明显，当回答预计人类发明出对抗“非典”的

疫苗或药物需要多长时间时，E# E; 的人认为需要十

几年，F$# I; 的人回答需要几年，(H# $; 的人回答需

要 $ &，("# I; 的人认为需要半年，将不同文化背景人

群预计时间长短不同的构成比进行比较，结果存在显

著差异（! ! "# ""$，%&’ J），期待在半年以内能够有效

对抗的随文化水平的降低而升高，期待在几年以内能

够有效对抗的随文化水平的降低而降低)

表 J 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心理期待的比较

%&’ J* +,-.&/01,2 ,3 9P.946&60,2 ,3 .7’504 .9,.59 ,3 80339/926 9874&698 59:951 ［"（; ）］

<9:95 "
# $ %

Q $" $@$" $ "# I

C720,/ D0>D 14D,,5 EFI GH （H# J） $JE（$K# $） (F(（(J# E） (GI（J"# I）

?920,/ D0>D 14D,,5 $J"" $FH （E# $） FHI（F"# J） I$G（(K# E） JG"（((# K）

?94,28&/L 9874&60,2 $H"F $H(（$"# F） J""（FF# F） G("（J"# I） JHE（FG# $）

M289/>/&87&69 (G$J (K( （E# H） H(F（FF# J） $JF(（(H# (） $"EK（FE# I）

N/&87&69 KIG HG（$(# F） $K"（FJ# J） FJK（(G# J） $KJ（FI# "）

%,6&5 HJEH H(E （E# E） $HFK（F$# I） (F(E（(H# $） FIEJ（("# I）

!F O H(# FGG，! ! "# ""$)

$ 讨论

?RS? 流行期人群心态的变化主要是恐慌，这种

恐慌不仅是因为疫情本身的严重程度，而且信息的不

确定性是更关键的因素，因此 GG# "; 的人将获取信息

作为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有效措施；不同文化背景人群

对信息需求存在差异，中等文化水平的人群对信息需

求较高，这是与整体人群对信息的渴望相一致的，文

化水平较低人群对信息需求较低，可能与他们的认识

水平有关，也许对信息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文化水平

较高人群对信息需求较低，可能与本身已有的信息量

有关，而且他们信息获取能力较强，信息利用率高，因

此并不需要信息量的增多) 由于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

对信息判断的有效性较低，在疫情形势严峻期间，出

现抢购、储备食品以及到外地躲避的非理性行为较

多，因此面对突发性事件，信息的发布应考虑不同文

化背景人群心态的特点，在一定范围、不同层次应有

所区别，而且敏感信息发布之前需要同时进行必要的

引导，避免产生负性社会效应)
在 ?RS? 疫情流行期间，人们对疾病的关注不仅

仅是病毒的分离、疫苗的进展等生物学研究［(，J］，而且

认为社会因素也非常重要，民众整体的认知模式从生

物模 式 转 向 生 物———社 会 模 式，G"# J; 的 人 认 为

?RS? 流行不仅是自然性灾难，已经构成社会性灾难)
而且不同文化背景人群认知模式的变化存在差异，文

化程度比较高的民众更倾向于对疫情、灾难的综合性

认识，不仅关心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等生物学研

究进展，而且关心疾病造成的社会影响［I］，关心与此

相关的各种报道，因此媒体关于疫情引起的社会事件

报道对民众心态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有关社会态度的调查结果表明，民众对“非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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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文化背景差异! 人们一方面

关心社会因素，同时也将自己放入社会中衡量，在回

答“如果自己发烧立即去发热门诊”的民众，随着文化

水平的降低而升高；回答“如果自己发烧先自行观察”

的民众，随着文化水平的升高而升高! 主要原因可能

是文化较高民众对社会事件的认知比较深刻，在采取

防范和应对时内在的心理加工复杂，主观性表现明

显，对社会公认的准则仍然保留自己的想法，说明民

众的文化素养与社会管理的理性要求、法律要求存在

差异，因此在大的疫情和灾难事件发生时，媒体宣传

意义重大，同时法律约束也非常必要!
人群对疫情的发展有一定的心理期待，而且这种

期待效应会影响到疫情最终的控制效果! 从调查情况

看，随着文化水平的降低希望尽快得到有效控制心理

期待表现明显，虽然在疫情流行高峰，适度的期待能

够起到重要的心理支持作用，但这种心理期待是有一

定限度的，如果在一定时间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期

望值越高的人群越容易出现更大的心理危机［"］! 因此

国家应尽早建立民众的心理应激监测系统，关注文化

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在危急时刻有针对性地进行心

理干预和支持! 同时应将本次疫情流行期间民众的心

态变化进行深入地研究和分析，掌握大的疫情、大的

灾难以及大的战争下广大民众心态的变化规律，为今

后可能发生的灾难、突发事件以及战争建立快速的社

会监测和心理支持系统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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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良田

中国心理学会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 $ 中国心理学会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暨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于 )**, 年 , 月 #) 日至 #, 日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隆重召

开!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教授、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苏博少将及会议代表 )** 余人出席了成立仪式! 会议共收到论文 "I 篇!
张侃教授代表中国心理学会宣读了关于成立中国心理学会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和将该专业委员会挂靠在第四军医大学

的决定，并宣布了第一届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人员的组成! 第四军医大学苗丹民教授担任主任委员；石家庄陆军学院王京生教

授、空军第四研究所武国城研究员担任副主任委员、海军潜艇学院刘志宏教授；罗正学博士担任秘书；乐国安等 )* 名军内外心理

学专家担任委员! 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苏博少将代表挂靠单位向中国心理学会表示感谢，并表示第四军医大学将大力支持军事心

理学专业委员会，为繁荣和发展军事心理学做好服务工作!
在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学术会议上，张侃教授、乐国安教授和王京生教授分别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张侃教授就工

效学与军事心理学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并希望军事心理学工作者积极投身军事工效学研究；乐国安教授讲授了有关越轨行为的

研究成果；王京生教授介绍了外军开展心理战的基本情况，并就我军今后一个时期心理战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思路! + 个报告与

当前军队建设密切相关，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
在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主任委员苗丹民教授介绍了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过程、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宗旨，并表示

将与各位委员共同努力，促进我国军事心理学不断发展壮大! 随后，各位委员就我国军事心理学发展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一致认为，我们应抓住机遇，迅速发展，努力开创军事心理学研究的新局面；走本土化道路，创中国特色，努力提高军事心理学

专业队伍人员素质，提高整体的研究水平；注重对外交流，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我国军事心理学事业的发展!
与会委员还探讨了新一届委员会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发展，以及如何相互协作等问题! 苗丹民主任委员就专业委员会的建

设和发展问题谈了个人看法和建议：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是一个年轻的学会，在专业委员会发展的前期需要不断对组织结构

进行调整；专业委员会是一个学术组织，其主要目的是组织、协助军内外军事心理学的爱好者从事相关研究和学术交流；专业委

员会将每年制定工作计划，组织委员们共同申请或完成有益于我国军事心理学发展的研究工作；)**H 年下半年将在上海举行第

二届学术研讨会!
中国心理学会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 年 , 月·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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