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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哈里之窗”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沟通

岳 金 霞
（中国石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东 东营 ２５７０６１）

［摘　要］心理学理论“约哈里之窗”将人际交往中信息沟通的状况分为四个区域：开放区、
盲区、隐藏区和未知区。借鉴“约哈里之窗”的结论，可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沟通分成四种不同

类型：开放区主导型、盲区主导型、隐藏区主导型和未知区主导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信息

沟通的结果，这需要构建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沟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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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观念、政治
观点、道德规范等信息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传

出与接收的过程。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

仅仅是保证信息的传出与接收，而是强调信息的传

达与接受，即达成信息沟通。“沟通是思想教育的

前提和基础，为教育的主体和客体架起了畅通的桥

梁。”［１］“约哈里之窗”是心理学中关于人际沟通的

理论，其结论对于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沟通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约哈里之窗”简介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加州大学的约瑟夫·鲁
夫特（ＪｏｓｅｐｈＬｕｆｔ）和哈里顿·英厄姆（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Ｉｎ
ｇｈａｍ）两人用杂色小方片拼成了一个窗口，用以表
示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的信息沟通情况。这一理论后

来以两人的名字合成来命名，称为“约哈里之窗”

（ＪｏｈａｒｉＷｉｎｄｏｗ），见图１。
Ⅰ区———开放区，代表人际交往中彼此都了解

的那部分关于自己的信息，属于共享信息域。如彼

此的姓名、年龄、家庭成员等；

Ⅱ区———盲区，代表别人知道但是当事人却不
清楚的关于当事人的信息。如当事人的一些习惯性

动作、情感表露、认知误差等；

Ⅲ区———隐藏区，代表当事人自己知道，却未曾
对他人公开的信息。如当事人的一些内心感受、情

感秘密、生活隐私等；

Ⅳ区———未知区，代表当事人与他人都未曾发
觉的关于当事人自己的信息。如当事人的一些潜在

特质、创造能力、勇气和毅力等。

图１　“约哈里之窗”示意图

“约哈里之窗”以其一目了然的形式把人际交

往中各种复杂的情况简约化了，它能帮助我们研究

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

并且，该理论还可以解释自我和他人沟通关系的动

态变化过程，因为上图中的四个区域是彼此关联的，

任何一个区域的变化都会最终影响到其他三个区域

的状态。“约哈里之窗”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交

流过程中，为提高信息沟通的效率，一方面我们应该

增加自己的暴露程度，扩大开放区域，努力缩小隐藏

区，让别人更好地了解自己，坦率地与他人分享信

息，增进双方的友谊和理解；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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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高他人对自己的反馈信息，减少盲目区信息，增

进自知自明以完善自我，同时还要努力揭示未知区，

激活灵感和智慧信息的产生。”［２］

二、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沟通类型分析

“约哈里之窗”为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际情况，我们可大致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沟通类

型作以下分解：

（一）隐藏区主导型

一般情况下，在人际交往的初级阶段，由于交往

双方缺乏相互了解，信息沟通的总体类型是以隐藏

区为主导的。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隐藏区的范围

逐渐缩小，许多原来只有自己知道的信息在相互交

流中成为共享信息，而移入开放区。但是，不可否认

的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也会出现隐藏区持续

主导的情况。有些受教育者习惯于将自己的真实想

法和切身感受深藏心底，在与教育者进行交流的过

程中，常常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正视问题。

受教育者的这种态度常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

开展造成阻碍。因为教育者只有切实了解教育对象

的真正心理和真实情况，才能够“因材施教”，有的

放矢地开展教育工作。

另一方面，从教育者角度出发，也存在着隐藏区

主导的现象。具体表现为教育者在施教过程中，一

味地要求受教育者要态度诚恳，虚心接受教育。而

教育者本身却不能够坦诚以待，对于涉及到其自身

问题的时候，总是冠冕堂皇地应付了事，而不能够说

出自己的内心想法。这样的说教因为教育者本人的

虚假而使教育本身缺乏可信度和有效性。因而，如

果真正想要说服别人接受某信息，说服者本身首先

要对该信息深信无疑。沟通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

流，要取得成功的沟通效果离不开有效信息的传递。

而那些总是把自己的内部信息隐藏起来的人，由于

得不到与外界信息之间的交流与反馈，从而也就无

法验证信息的质量与效果。

（二）盲区主导型

正如每个人生理上都有一个视觉盲点一样，每

个人也都有一个心理盲区。只不过，不同人的心理

盲区大小范围不同而已。每个人的心理盲区可能受

其认知水平、年龄阶段、生活阅历以及思想道德水平

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状态。从苏格拉底时期，智者

就提倡“认识你自己”，直到信息时代的今天，铺天

盖地的信息资讯，仍无法完全覆盖每个人的心理盲

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往往会带来“云深不

知处”的尴尬。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果受教育者缺乏对

自身情况和问题的准确定位，那么他对思想政治教

育信息的接收便存在着相应程度的盲目性和盲从

性。这里的盲目性是指受教育者在信息交流中找不

到自己的方向，犹如一个人在大海上航行，却没有明

确的目标，无论他向哪个方向前进都感觉是逆流而

行。而盲从性是指当一些人面对各种外界信息的冲

击时，缺乏选择与判断的能力，不能够根据自身的特

殊情况而批判地接受信息，只是随波逐流地盲目跟

从他人的意见。

盲区主导型对受教育者来说，不利于其提高思

想道德水平；对教育者而言，更是产生很大负面影

响。试想，如果一位教育者不根据教育对象的实际

情况发表言论，而是一味地从自己的主观印象出发

滔滔不绝，可能他所讲的内容受教育者早就已经了

解，这种教育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信息论中关于

信息的界定是：信息是具有新内容和新知识的消息，

这种消息使人们对事物了解的不确定性减少或消

除。如果教育者向受教育者传出的信息，完全包含

在受教育者原有存储的信息库当中，那么，可以说教

育者并没有传出有价值的、能够减少或消除受教育

者对于事物了解的不确定性的信息，这样的信息传

播是没有意义的。

（三）未知区主导型

每个人天性中都有一些不为己知，也不为人知

的领域，这个领域无论对交往中的哪一方都是神秘

的境地。人们常会为自己在某些突发事件中的表现

而大吃一惊，如“我从来没想到我能表现得这么勇

敢”，同时也常常会令他人刮目相看，如“原来你这

么勇敢，真棒！”

未知区主导型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

求，因为创新不仅表现在物质、科技方面的推陈出

新，更主要的是人们智力与精神方面的突破陈规。

人们渴望在未知领域内挖掘出“金矿”，而这种愿景

的达成必然伴随着人类自身未知潜能的开发。随着

现代激励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各种企业管理、商业运

作、职业培训等领域，经营者们开始采取各种物质、

精神方面的奖惩、保健、预防以及强化等方式来充分

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参与性，进而发挥他们巨大的生

产力与创造力。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激励方

式，有利于促进受教育者对自身形成更为完整的映

像，把握其品行当中积极与消极的双重构成。

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有的教育者常常把

注意力锁定在一些已知的思想问题上，而忽略对受

教育者内心中未知区域的开发。这样做只能实现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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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思想道德水平的平稳过渡，而无法促成其思

想道德水平发生质的飞跃。当然，未知区中所包含

的信息不仅有健康的、积极的正面内容，也可能会暗

藏着一些腐朽的、消极的负面成分。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负面成分同隐藏区内的一些不良因素有所不

同，隐藏区中的信息是当事人了解的内容，并且在外

界法律与内心道德的规约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

定在隐藏区内而不爆发出来。但是，处于未知区的

负面成分由于当事人和他人均不了解，当其在条件

适宜的情况下浮出水面后可能更具有破坏性。因

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努力探

索受教育者品行结构中未知区域的构成因素，通过

积极的疏通与引导，发扬其积极的一面，抵制其消极

的一面，从而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整体水平。

（四）开放区主导型

对于任何的人际交往过程，开放区主导型都应

该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良性沟通模式。所谓“开诚布

公”、“坦诚相待”，就是保持沟通得以顺畅进行的前

提和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

间是平等互动的关系，只有彼此以真诚、信任的态度

进行交流，才能够化解思想上的疑虑。

开放区主导型不仅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达

成了共享，同时也代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

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关系是自由与开放的。在这

种自由平等的信息交流中，“约哈里之窗”的其余三

个区域则不同程度地缩小了范围，通常隐藏区缩小

得最多，盲区次之。处于开放区主导型信息交流模

式中的教育者对于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状况把握得

更为全面、系统，采取的教育引导方式也更具有针对

性，这样就不会因为信息的缺乏与误差而出现南辕

北辙的现象。而受教育者不仅在教育者的引导下能

够更加准确地评价自我，同时也可以从教育者提供

的共享信息中吸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

三、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有效沟通模式

总结以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累积的经

验，可以得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沟通的几个主

要原因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信息量不足，即开放区

内共享信息量少；思想政治教育信息陈旧，无法反映

时代特色和社会发展要求，即缺乏对未知区域信息

的开发；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形式单一，缺少多样

性和针对性，即无法缩小隐藏区和盲区的范围。针

对以上问题原因的分析，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

有效沟通模式，应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拓展开放区

有效沟通的前提保证是有效信息量充足，拓展

开放区需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努力来实现。兵

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教育者，首先要

做一个开放的自我。不仅对自身形成一个准确明晰

的定位，而且应主动、细致地了解受教育者的情况。

结合自身优势（包括理论层面、语言艺术、行为引导

等），针对受教育者的思想纠结展开工作，这样才能

够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作为受教育者，要

勇于向教育者袒露心迹，不怕暴露自身的缺点和不

足。因为一个人如果已经认识到了自身的问题和错

误，那么他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改正错误的潜意识。

此刻，教育者应把握时机，将受教育者追求进步的潜

意识激发出来，转化成实际行动。思想政治教育是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敞开心扉的信息沟通过程，

开放的心窗，应该是双向的。

（二）缩小盲区和隐藏区

盲区和隐藏区既相似，又不同：一方面，两个区

域内的信息都是单方面已知的。无论是教育者或是

受教育者，隐藏区内的信息都是已知的，而盲区内的

信息是未知的。另一方面，两个区域内的信息性质

不同。隐藏区内的信息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而盲

区内的信息是无意识的、自发的。针对两个区域内

信息的差异，应采取不同的对策减少该区域的信

息量。

其中，隐藏区内的信息多是由于当事人羞怯、自

卑、逃避惩罚等因素所造成的。如《为什么我害怕

告诉你我是谁》一书的作者约翰·鲍威尔写道：“如

果我告诉你我是谁，你可能并不会喜欢我真实的样

子。”［３］而如今的网络交友、网上聊天之所以热度不

减，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隐匿

自身的空间。针对这种情况，教育者应帮助受教育

者树立自信，使他们悦纳自我，并且培养他们正视自

己、不畏挫折的勇气。同时，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

不应该过于急迫地对受教育者的问题追根究底，因

为，这些习惯于隐藏自己内心想法的人会本能地排

斥那些探听他们隐私的人。任何口气生硬、态度粗

暴的问询方式，都只会令这些受教育者产生逆反心

理，从而将内心的真实感受隐藏得更深。受教育者

之所以将一些信息隐藏起来，总是有相应的理由。

教育者应善于从问题入手，剖析问题背后的深层原

因，引导受教育者直面问题及其后果，最终使受教育

者主动吐露心声，自动化解思想上的矛盾。另外，隐

藏任何一种事物，包括思想信息在内，当事人都会承

受一定的生理与心理上的压力。当这种压力集聚太

久，负担过重而超过一定的承受能力时，对当事人会

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有时甚至是极具毁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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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坏。因而，教育者应具备预警性，尝试为受教育

者减压，营造一个轻松、和谐的沟通氛围，以鼓舞、激

励的基调为主，循循善诱，引导受教育者主动敞开心

扉，释放内心压力。

对于盲区内的信息，由于受教育者本身并不了

解，作为“旁观者清”的教育者需要针对信息的不同

类型采取适当的“扫盲”对策。如果受教育者属于

认知类信息匮乏，那么教育者除了利用传统的“传

道、授业、解惑”等方式之外，还可为受教育者推荐

相关的书籍、影视作品、主题网站等辅助性教育资

料。将知识性与娱乐性有机结合，寓教于乐，达到良

好的教育效果。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同一般的科学知

识类的智能型教育不同，不能靠单纯的知识传授来

解决思想道德层面上的问题。所以，增强思想政治

教育的趣味性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一条有益

途径。如果受教育者对情感类信息缺乏一定的敏感

度和辨别力，那么教育者可以通过典型案例、英雄模

范事迹、参观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等渠道来增强对受

教育者的情感熏陶，丰富其内心体验。大多数出生

在８０年代以后，成长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受
教育者，在感情上缺乏对战争年代、革命先烈的体

认，往往是因为他们单凭书本上的文字描述根本无

法体验当时的血雨腥风与艰难困苦。俗话说“触景

生情”、“睹物思人”，思想政治教育中除了带领受教

育者到实地参观体验之外，还可以利用一些场景设

置、历史人物模仿、生存训练等活动，以情感人、寓教

于景，通过换位思考，使受教育者发生“移情”，从而

缩小情感盲区。

（三）开发未知区

尽管目前有一些量表可以测算出一个人的智商

或是情商。但是，科技发展至今仍无法完全解释人

脑的奥秘，而对于复杂的人类道德情感来说，更是不

能用单纯的科学计算来加以评价。未知区犹如每个

人内心深处的一个魔盒，打开的同时，可能释放出天

使，也可能同时释放出恶魔。因而，开发未知区的过

程意味着机遇与风险并存。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

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发展趋势，思想政治

教育不仅要将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下去，更主要的

是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传播新思想、创造

新载体、构建新模式，是保持教育先进性与生命力的

关键点。思想政治教育者应树立跨文化传播的国际

理念，充分挖掘人类内在的、未知的潜在能量，寻找

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共同具有的品质，减少

不和谐因素的干扰，营造一个祥和的、畅通的人类沟

通环境，为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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