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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理想信念的形成和改变与个体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密切相关。文章分析了不忘初心

的内涵与作用，个体的信念形成与改变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守正与出新的辩证统一关系，

期冀能对党的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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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十提“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

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

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1]。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①；不忘初心，方得始终②。中国共产党是由 8 900 多万党员组成的

政党。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让每一位党员不忘初心，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本文首先分析不忘初心

的内涵与作用，然后论述个体的信念形成与改变的心理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最后强调守正

与出新的辩证统一关系，期冀能对党的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有所启示。

1 不忘初心的内涵与作用

1.1 不忘初心的内涵

初心是在人生的起点所树立的理想和认定的信念，是人一生奋斗和渴望抵达的目标。*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61375009、61621136 
008）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7年7月
21日

科技与社会
S & T and Society

不忘初心 守正出新
⸺试论个体的信念形成与改变的心理过程*

①出自《诗经·大雅·荡》
②出自《华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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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就是坚持最初时候的本心，坚守所确立的理

想和信念。

初心是在起点时心怀的承诺与信念，是在困境时

履行的责任与担当。只有不忘初心，才能坚持人生的方

向，坚定人生的追求，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永不迷失，

始终如一抵达自己的初始目标。但是，在当今日新月异

发展和快速变革的时代，初心却时常会被人们淡忘，正

念经常被“新概念”所替代。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曾

经感叹：“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

出发。”一旦忘了初心，忘了守正，一味地强调创新创

新再创新，那么其创新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还很危险：小

则如浮水之萍，失去存在根本，随波逐流；大则改旗易

帜、走向邪路，将民族、国家引向失败的边缘。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党旗下庄严许下的铮铮誓

言，是融入血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变宗旨。在

改革创新的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一切向前走，都不能

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

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1]，必须始终

“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

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2]。

1.2 理想信念及其作用

理想和信念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恩格斯指出：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

思虑和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

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3]。马

克思也指出，人在“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

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

观念地存在着”[4]，而“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

对象的本质力量”[5]。有了理想和信念的人，会以坚定的

决心和火热的感情为之奋斗不息。

理想、信念、世界观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最高层面[6]。

信念是对理论的真理性和实践行为的正确性的内在确

信 [7]；人不怀疑它们的真理性，认为它们有无可争辩的

确凿性，力图在生活中以它们为指针[8]；信念是人们自觉

坚持的思想观点，是人们进行行为选择的思想原则[9]；信

念是人们心理上相信是真实的理解、前提或主张[10]；信

念蕴含认知、情感、观念和意向成分[11]；信念是一个人认

知系统（或意识系统）中最小的成分和基本的结构单位，

在人的理性心理活动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图 1）[12]。

图 1    修正后的合理的行动模型 [12]

理想是与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实现可能的信念，

是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世界观和立场在奋斗目标

上的集中表现，是确立人生价值取向的最高标准。理

想和信念是相互依存的：理想的实现依靠信念的力

量，信念的坚定基于理想的选择，两者同属于精神范

畴；崇高的社会理想和科学信念都是一种巨大的精神

力量，他们对个体乃至群体的实践活动都具有重大的

指导作用[13]。

1.3 坚定理想信念是不忘初心的灵魂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

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在中国共产党

96 年的历史中，无数共产党人不惜流血牺牲，为的就

是这个理想，靠的就是这种信仰；无数共产党人历经磨

难而不悔，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吾道一以贯之”的内

在信念和对崇高理想和目标的“心向往之”的不变追

求，就在于他们“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坚韧执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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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选择，终生追求”的强大意志。尽管他们知道毕

生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却始终坚信一代

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做出牺牲，

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艰苦卓越的奋斗历程充分表

明，中国共产党人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军队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制胜之本，是中国共

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根与魂，是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精

神支撑。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是共产党人精神

上的“钙”。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理想信念坚

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

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

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

化”。因此，坚定理想信念是不忘初心的灵魂，是补钙

壮骨的根本，是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大

问题的“总开关”。只有把精神上的“钙”补足了，把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拧牢了，才能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位高、眼界宽、心胸开阔，在胜

利和顺境时都能不忘初心，在苦难和逆境时都能不消

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制各

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从根本上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2 信念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

2.1 个体信念形成的心理机制

信念是以客观规律知识为其根据的。信念是在人

类不断追求确定性之下产生的 [14]；是建立在认识和情

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意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

的、自己认为正确并坚信不疑的观念 [13]；是主体在认

识过程中，通过对认识的结果进行体验和评价的基础

上形成的 [15]。在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每个人都会

自觉地形成一定的信念。

影响个体心理行为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图 2）。

信念形成的心理机制也是相当复杂的——不仅受心理过

程的影响，而且受个性心理的影响[16]，其复杂性主要表

现在心理因素的多样性、心理结构的系统性、心理过程

的复杂性、相互作用的多维性、干预影响的多端性[17]。

研究发现，长期内化的观点和观念能形成人的信念。例

如，一个人的政治信念强烈地依赖于他所居住的社区共

同的政治信念[18]；而多数人相信他们的宗教信念是在自

己幼年开始被教育的[19]；教师通过个体自我建构和文化

适应来形成其教育信念[20]。研究还发现，信念的形成过

程主要经历3个阶段：无意识阶段，信念的具体化和准反

思阶段，信念的个体哲学化阶段[21]。

图 2    影响个体心理行为的主要因素

理想信念的形成与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密

切相关，其心理机制涵盖影响理想信念形成的主客观诸

因素与理想信念的心理结构诸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其

主观诸因素包括个体或群体的价值观、意识、需要、动

机、情感、认知能力、态度等；客观因素则包括社会的

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

等所构成的总体社会现实，即人的生活、生存、发展环

境[17]。

2.2 价值观养成的重要性

在理想信念形成的过程中，价值观至关重要。价

值观是一种浸透于人的所有行动和个性中的支配着人评

价和衡量好与坏、对与错的心理倾向性。人们基于价值

观，对各种认识的结果表明自己的态度、做出自己的评

价、进行自己的选择，并通过思索、评价和选择来确

个性心理倾向性
（动力系统）

个性心理特征心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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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中某些坚信的东西，进而形成对其坚定的信念。因

此，有怎样的价值观，就会有怎样的理想和信念。一个

人若只重名贪利，其理想就是升官发大财，其信念就是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么其行为必然是毫无道德

底线、毫无政治底线。

习总书记强调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

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

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

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

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

好”[22]。因此，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从孩童抓起，从良

好的家风家教入手，在幼儿园、小学、中学教育中发

力。春风细雨润无声，我们必须摒弃打官腔、说教和

灌输的方式，而是采用平等、启发、互动、引导、体

验式方法，把晓之以理与动之以情结合起来，努力增

强理想信念教育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使之在青少年中

产生强烈的共鸣和震撼感，提高其认同感和接受感，

帮助青少年掌握正确的人生方向，树立远大的理想和

崇高的信念。

崇高信仰、坚定信念不会自发产生。我们很多人在

选择入党、加入组织时，也只是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学

习的“入门一步”，弄懂、弄透其思想体系的科学性、

真理性还只是“一个目标”。正所谓组织上入党是“一

下子”，思想上入党是“一辈子”。因此，“要练就

‘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

植我们的精神家园”[23]。不断加强共产党员的理论学习

和党性教育，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

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

情的准确把握上。

在青少年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养成过程中，

在共产党员的“补钙壮骨”过程中，如何充分利用心理

学的研究成果，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途径、方式和方

法，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工作，值得我

们高度重视，也亟待深入研究和大胆实践。

3 信念的改变及其影响因素

3.1 信念改变的心理机制

理想信念是相对稳定的，但非恒常的，它会随主体

因素、时间因素、空间因素、自然与社会环境因素、随

机因素的发展、变化而波动或飘移[17]。信念调整的心理

模型理论认为，信念调整决定于信念的表征方式[24]。信

念调整主要分为 3 个步骤：用模型检测不一致的地方；

不匹配原则决定修改的部分；解释信念冲突[25]。信念调

整的过程是基于确定性表征，而非概率性表征，对于不

一致的信息，要么拒绝大前提，要么拒绝小前提。但

是，信念修正的过程并不一定完全否定原有信念，即并

非一个全或无的过程，而是一个信念强度的重新调整过

程，有时只是调整了原信念的强度，尤其是某些因果关

系的信念的表征更可能是概率性的而非确定性的[26,27]。因

此，解释机制假说提出，信念调整是人们把不一致的信

息通过主动建构成新成分，纳入到因果结构中，形成新

的因果结构[28-30]。换句话说，当人们面对不一致信息时，

会降低原有信念的强度，并引入新成分对原有因果结构

进行解释。 

研究发现，新旧信念冲突的大小、情感因素和原

信念强度，都影响着人们是否改变或保持原信念[31]。例

如，研究发现，教师信念的改变主要受先前的信念与认

知冲突、情感、信念强度、学校文化和学校同事等因素

的影响[32]。有关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 T G）的研究则发现，与其他因素相比，核心信念

（core belief）对 PTG 的作用更大[33]。所谓核心信念，

也可称为世界假设，是指人们对于世界、他人和自我

的信念和假设，它能够引导行为并帮助人们理解事件发

生的原因[34]。当创伤事件对个体核心信念的挑战越大，

其核心信念在创伤后的变化程度也越大，这种变化会使

创伤者去思考先前未被关注到的力量，重新思考个体关

于世界、自我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有助于促进 PTG 的

产生[35]。创伤后的核心信念挑战（core belief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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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直接正向预测 PTG，也可以通过侵入性反刍

对 PTG 起负向预测作用、通过主动反刍对 PTG 起正向

预测作用、通过侵入性反刍经主动反刍正向预测 PTG

（图 3）[36]。

3.2 理想信念动摇的原因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

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

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

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

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1]。当前，西

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继续上升，意识形

态领域斗争十分激烈；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

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

增强，各类社会矛盾交互凸显，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对个

体核心信念产生严峻挑战，甚至动摇其理想和信念。例

如，市场经济固有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利益观、价值观深入到人的信仰层面，与共产主义崇尚

的无私奉献理念，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对抗与冲突，致使

一些党员干部在价值观上出现扭曲，转而崇尚拜金主

义，庸俗化为“一切向钱看”，奉行“理想理想，有利

就想”，动摇了共产主义信仰。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内

外环境下，我们开展党的建设工作，要特别关注共产党

员的核心理念及其变化情况，当面对危机或遭遇创伤

时，主动和有效干预，避免出现价值观的扭曲，力争实

现“创伤后的成长”。

3.3 加固共产党员理想信念的方法

（1）政治上的坚定来自于理论上的清醒。这就需要

不断强化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理性认同，强

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认同，强化思想活动和精

神世界的免疫力。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

都要固本培元，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强化马克思

主义理论修养，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这

一当代中国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

现实的联系上把握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坚定共产党人的

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牢固树立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筑牢政治立场

和政治追求，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始终保持

对党的崇高理想和使命的自觉自醒，始终保持为党和人

民事业奋斗的初心和定力。

（2）人的正常心理和正确行为，既要有严格的自

律，也要有充分的他律。自律是德治，他律是法治。纵

观各种贪腐案件，导致贪腐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不外乎

两个方面：一是腐败者理想信念丧失，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扭曲，自律意识全无，道德防线崩溃，无法

抵御诱惑，一步步走向犯罪道路；二是制度、法纪不完

备或执法执纪不严，缺乏足够的监督，出现了他律的

图 3   核心信念挑战在创伤后成长中的作用 [36]

图中的数字为 γ值

侵人性反刍

主动反刍

自我觉知的改变

生命价值观的改变

核心信念挑战 人际体验的改变

0.23*** -0.11*

0.37***

 0.52***

 0.41***  0.82***

 0.86***

 0.91***

 0.19**

PTG

* p<0.05
* * p<0.01
* *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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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这为贪腐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机会和方便，让

腐败者一步步滑向不能自拔的深渊。因此，党建工作要

坚持“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完善各种

有效法规和制度，不断强化执法执纪，不断创新模式，

加大力度，力争取得明显成效。通过严格监管，让想贪

腐者无机可乘“不能为”；通过严厉惩处，保持高压态

势，使想贪腐者“不敢为”；通过平日里的“红红脸、

出出汗、排排毒、治治病”，防微杜渐，防患未然。

4 守正与出新的辩证统一

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定力，其要害是

“守”。但是，“守”并不是不要改革，不要创新，而

是要坚守初衷目标、根本宗旨，守正出新。

大道至简，大道相通。守正与出新是辩证的统一[37]。

中华文明，历经千年而不坠，正是因为兼顾了守正与出

新的哲学，二者兼备而持盈保泰。僵化保守，终被时代

所抛弃；一味求变变新，则难以立足。坚持实事求是原

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背叛根本，不忘初心；当变则

变，变则通矣。“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1]。

守正出新，“守正”是根基。司马迁《史记·礼书》

中强调“循法守正”，恪守正道。正者，大道也，既包

含道德操守，又包含客观规律、正确理论。从哲学上

讲，它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一切被实践所证明了的正

确东西，以及从无数次成功和失败中得出的宝贵经验，

均被视为“正道”或“中道”。“守”的基础是思想上

的自觉和理论上的彻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不

断阐述中国共产党坚守的根本和“四个自信”。“马克

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

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1]。一些根

本性的东西抛弃了，或变得似是而非，随之而来的往往

不会是我们向往的自由和幸福，而是混乱和灾难。

守正出新，“出新”是创新、改革或变化。世界

上唯一不变的是变化，而唯一不能嬗变的是初心。《吕

氏春秋》中说“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

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守正不是守成，

更不是保守。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必须审时度势，与时

俱进，守正出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拿我国来

说，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我们的先人们早

就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可以说，

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38]。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

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今

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

年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

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

破”，“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也面

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

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1]。我们

必须大步向前，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用

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才能在变化的节律中不

失方寸。我们不能用西方标准解读祖国哲学，而是要学习

和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点，但前提是要坚守中国文化的主体

性，不能削足适履，而要量体裁衣[39]。纵观一些国家出现

这样那样的问题，原因很多，但在“守正”与“出新”中

迷茫，不顾本国的基本国情和人民的意愿，盲目求变而失

去根基，是其重要原因。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40]。

中国梦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

命运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

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家国天下”情

怀。只要每个人都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伟大复兴

的梦想之中，不忘初心，守正出新，就会汇聚成实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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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梦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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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ying mission true and making innovation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ideals, beliefs, formation, change, influence factors

傅小兰   中科院心理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教授，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候任理事长、秘书长。从事认知心理学及相关应用领域的研究，承担和参与科技项目30余

项，发表中英文论文300余篇，主持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9项，获批专利3项，主编《心·坐标：当代心理学大家》《情

绪心理学》以及“电子社会与当代心理学名著译丛”等著作。E-mail: fuxl@psych.ac.cn



  院刊  895

不忘初心 守正出新

Fu Xiaolan    Professor, Ph.D. Supervisor. She serves as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Dean of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Deputy Director of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rain and Cognitive 

Science, the Coming President of Chinese Psychological Society (CPS),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CPS.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ed applications. She has been in charge of or participated over 30 projects, published more than 300 papers, hosted or 

participated formulation of 9 national standards, achieved 3 patents, chief-edited books such as Heart·Coordinate—Contemporary Psychology 

Masters, Emotional Psychology, Translations of Selected Books on Electronic Society and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and so on.

 E-mail: fuxl@psych.ac.cn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Individual Level Beliefs
	Recommended Citation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Individual Level Beliefs
	Abstract
	Keywords
	Corresponding Author(s)

	tmp.1619670243.pdf.10r0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