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 价值观

一、价值观的概述

人们关于事物重要性的观念，是依据客体对于主体的重要性，对客体进行价值评判和选择的标准。

价值观 内涵

主体 个体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

表现形式 既是外显的，也是内隐的

功能 对行为具有解释、预测、导向作用

层次 具有超越情景的特点；情景不同，价值观不变

二、价值观的分类

类别 内容

美国奥尔波特的六

分类

(1)经济型：务实的特点，对有用的东西感兴趣

(2)理论型：具有智慧、兴趣，以发现真理为主要追求

(3)社会型：追求权力、影响和声望

(4)政治型：重视权力、地位和影响力

(5)审美型：追求世界的形式和谐，以美的原则如对称、均衡、和谐等评价事物

(6)宗教型：认为统一的价值高于一切，信神或追求天人合一

罗奇克的工具性与

终极性价值观理论

(1)终极性价值观：欲达到的终极目标或存在状态，如和平的世界、舒适的生活等

(2)工具性价值观：为达到上述目标所采取的行为或手段，如对责任的自我控制等

类别 内容

莫里斯的生活方式

理论

莫理斯认为“价值”包括三种含义：

(1)实际价值：指对不同事物表现的差别喜好的倾向，即对不同事物所表现的选择行为

的实际方向

(2)想象价值：指局限于能预见后果的选择行为，是个体认为应该采取的行为选择

(3)客体价值：强调价值对象本身的属性，即根据事物的客观条件来决定什么是值得选

取的，并非当事人是否事实上选取该事物（实际价值）或想象中认为该选取该事物（想

象价值）

个人主义—集体主

义理论

(1)个人主义：是从团体、组织或其它集体主义中的情感独立

(2)集体主义：重视成员资格，对组织有情感依赖，强调忠于集体价值观

【例题•单选】根据莫里斯的生活方式理论，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价值一词包含三种基本含义

B.实际价值是指一个事物实际具有的价值大小

C.客体价值强调对象本身的属性

D.价值观是对理想生活方式的憧憬

答案：B

解析：实际价值是指不同事物所表现的差别喜好的倾向。

【例题•多选】下列关于价值观的说法，正确的是（ ）

A.价值观既是人们关于事务重要性的观念，是依据可以对主体的重要性，对客体进行价值评判和选择的一种

标准



B.从主体角度考虑，价值观既是一种个体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

C.从表现形式来看，价值观既是外显的也是内隐的

D.价值观要比态度更形象，更具体

E.多数研究者认为价值观对行为具有解释，预测和导向作用

答案：ABCE

解析：价值观既是人们关于事务重要性的观念，是依据可以对主体的重要性，对客体进行价值评判和选择的

一种标准。从主体角度考虑，价值观既是一种个体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从表现形

式来看，价值观既是外显的也是内隐的，从功能上看，多数研究者认为价值观对行为具有解释，预测和导向

作用；价值观要比态度更抽象，更概括。

【例题•多选】关于价值观的说法，正确的是（ ）

A.价值观既是一种个体现象，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B.价值观随情景不同而改变

C.价值观不是内隐的，是外显的

D.价值观比态度更形象，更具体

E.价值观对行为具有解释，预测和导向作用

答案：AE

解析：B选项价值观具有超越情景的特点；情景不同，价值观不变; C 选项从表现形式上看既是外显的，也是

内隐的;D 选项价值观比态度更抽象，更概括

一、工作价值观

工作价值观也称职业价值观，是人们对工作意义的认识，包括工作倾向、工作需求、职业道德取向等。

美国学者萨普尔将工作价值观分为三大群组：

内在

工作价值

指与工作本身有关的因素：利他主义、独立性、审美、创造性、智慧激发、成就感、管

理权力。

外在

工作价值

指与工作本身无关的因素：工作环境、与上司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变化性。

外在报酬 包括生活方式、声望、经济报酬、安全感。

二、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文化价值观存在于每个文化成员中，每位成员无意识地表现出某种共同性，这就是“文化价值观”。中国人的

价值观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其特点有：

1．以“己”为中心的价值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石子投入水中的波纹）

2．以社会、关系、情景为中心的价值观。

中西方的“自己”并不完全相同

三、自我价值定向理论

自我价值就是个体的意义定义体系，决定着个体怎样解释世界，也决定他怎样解释自己，是自我存在和自我

行为理由的出发点。

自我价值感有两个决定因素：

1．自我价值定位（选择何种标准来评价自己）

2．自我价值支持（依托的资源家庭条件、社会地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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