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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邪教的研究及防范策略，对高校和整个社会的意义重大。已有国内研究表明：邪教在我国历史悠久、

危害性大；大多数高校大学生的邪教认识正确但不够深入。研究者们提出了以社会学学科为主的防范策

略。从心理学视角看，高校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设计防范邪教的策略：在防范邪教渗透高校时，

应兼顾教职工群体的调查和教育；增加对相关人格特征的关注；开设心理学相关公共课，如社会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编制科学、规范、成熟的邪教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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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strategies for cult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iversities and the whole 
society. 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cult has a long history and great harm in China. Most 
university students have a relatively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cult, but they don’t seem to really 
understand cult. The researchers have put forward preven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soci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universities can design strategies to prevent cul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 the future. The investigation and education of staff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preventing the infiltration of cult in universitie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relevant perso-
nality characteristics. Public courses of psychology should be offered, such as social psychology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Some scientific, standardized and mature cult questionnaires should be 
compiled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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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邪教的概念和特点 

1.1. 邪教的概念 

邪教是指假借合法宗教、气功或其它合法组织名义创建的，以神话组织领导者、精神控制组织成员、

大肆散播伪科学的迷信谣言为方法手段，以达到蛊惑人民群众、大肆收取成员财物、危害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报复社会甚至颠覆合法政权等目的的非法组织(李晓敏，2016)。 
在学术界，与邪教概念有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是“膜拜团体”。膜拜团体这一名词起源于西方基督

教文化，其本意是在神殿举行祭祀活动(习五一，2008)。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学术会议上开始以膜

拜团体统称 19 世纪末以来层出不穷的新兴宗教，以区别于正统宗教。同时，对膜拜团体中已经具有犯罪

性质的，学术界通常使用“破坏性”等词语加以具体限定，称为“破坏性膜拜团体”(陈青萍，2012；范

宝祥，李斌，2018；习五一，2008)。 
邪教与膜拜团体、破坏性膜拜团体的含义是否相同？有研究者认为，邪教和膜拜团体的含义不同，

邪教概念产生于中国文化，政治学、社会学属性浓厚；而膜拜团体源于基督教文化，侧重表达的是在宗

教学领域与主流教派的对立(习五一，2008)。也有研究者认为，从宗教学角度看，邪教与膜拜团体的概念

相同，而从社会学角度看，膜拜团体不同于邪教，前者并未普遍表现出对社会的危害(董小川，2012)。但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当膜拜团体具有了犯罪性质并对人民群众、社会造成了伤害，即成为破坏性膜拜团

体时，其与邪教并没有区别(范宝祥，李斌，2018；李晓敏，2016；任定成，何晨宏，陈天嘉，2018；习

五一，2008；杨冬，陈青萍，梁颖，李良，2014)。 
笔者认为，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中，可以使用邪教这一概念来取代破坏性膜拜团体。第一，邪教现

象在中国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相较于破坏性膜拜团体，人们对邪教这一概念的熟悉度较高，

警惕性强，使得相关研究可以更好地展开，研究结论也能更好地推广(陈青萍，2013)。第二，使用邪教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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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进行研究，有助于在国内甚至国外形成有别于以基督教等宗教为基础的研究取向，使相关研究的学科

广度更大，以便更好地发挥多学科优势，提出全面的应对策略。第三，邪教与破坏性膜拜团体的特点、

机制和对社会的危害类似，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区分开的意义不大。 

1.2. 邪教的特点 

根据邪教的产生、发展、运作和邪教成员等维度，可以总结出邪教的组织特点(邪教的产生、发展、

运作)和邪教的成员特点。 
邪教的组织特点可以概括为对教主的绝对崇拜、神话；对成员的精神控制和剥夺；对社会的极大危

害。首先，在邪教中，教主作为精神领袖往往拥有绝对的权力，通过编造、宣扬一系列歪理邪说，使得

邪教成员对教主产生崇拜并绝对服从教主的命令(陈天嘉，邵鹏，2019)。例如，文鲜明发起的统一教团、

琼斯发起的人民圣殿教和科瑞仕发起的大卫分支教等都带有明显的对教主的绝对崇拜、神话。第二，邪

教对成员的招募、控制过程中，通常会运用精神控制、感觉剥夺等方法，使邪教成员在单一、重复的信

息环境中逐渐迷失自我，再加上暴力、恐吓等手段，使得邪教成员在生理、心理上受制于邪教。这时，

邪教教主就可以任意地剥夺成员的财产、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布莱米林，耿耿，2012；陈青萍，高智敏，

2015)。第三，邪教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邪教在控制现有的成员时，会对其造成严重的生理、心理伤

害，包括心智、自尊、情绪功能、人格、社交功能、精神状态等(任定成等，2018)。同时，在邪教扩张发

展的过程中，会有更多的社会成员遭受这类伤害。而当邪教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后，也会直接危害整个社

会、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最后，结合信息时代的特征，邪教也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例如，邪教人员运

用互联网手段，使得邪教的传播变得更加快捷、隐蔽、广泛(范宝祥，李斌，2018)。 
邪教成员的特点可以从成员所处的生活状态和人格特征两个方面来表述。一方面，当人们处于生活

(包括家庭、学习、工作等各个领域)的过渡、适应时期，尤其是当前的生活状态不足以满足自己的生理、

心理需要时，人们容易被邪教所蛊惑，从而加入邪教(布莱米林，耿耿，2012；津巴多，耿耿，2011)。另

一方面，容易被邪教洗脑的人群在人格特征上也具有一定的相似特征，例如，相较于其他人，容易被邪

教洗脑的人群具有更强的精神病性人格倾向、混乱的自我认同、更低的自我和谐程度与心理健康水平、

更高的特质焦虑等(布莱米林，耿耿，2012；陈青萍，2004；郭海锟，高智敏，陈青萍，周济全，梁颖，

2017；李培培，陈青萍，梁颖，杨东，2015；李倩，陈青萍，梁颖，2014；杨冬等，2014；王逸尘，陈

青萍，梁颖，2017)。由于人格特征方面的结论多是相关研究所得，因此，我们也可以推论，加入邪教的

经历可能使邪教成员的这些人格特征变得更加消极。 
以上所总结的对于邪教概念和特点的国内研究和论述，一般年代较早，或在所有研究的逻辑顺序上

较为基础。在经历了对邪教概念和特点等方面的理论性的研究、讨论后，研究者们将研究的焦点转向了

对邪教发展现状的社会调查和防范邪教的策略探讨，涉及高校的研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下面将

梳理、总结针对国内高校的邪教调查和防范策略。 

2. 国内高校邪教研究的现状 

2.1. 主要研究方法 

国内针对高校群体的邪教研究，研究对象几乎都是在校大学生，研究方法多使用问卷调查法。问卷

多是自编问卷，主要考察大学生对一般宗教和邪教的认识和态度、是否能分辨邪教与宗教、对高校反邪

教教育的认可程度、对邪教反社会行为的看法和对邪教的斗争意识等方面(陈开敏，倪仕英，马青青，杨

祎祎，2016；李建生，叶蕾，2008；牛习昌，2001；吴纾恬，2015；詹梦悦，2019；赵贞卿，黄泽军，2019；
周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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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研究结论 

已有国内研究表明，大学生对于一般性的宗教和邪教的认识是正确的，但不够深入(牛习昌，2001)。
有少部分大学生不能明确区分开宗教和邪教(李建生，叶蕾，2008；周庆，2010)。大部分学生希望高校能

够创新反邪教教育的方式方法(吴纾恬，2015)。大部分学生对邪教的反社会行为具有较高的排斥，但对邪

教的主动斗争意识不高，多采取消极回避的方式应对(陈开敏等，2016；詹梦悦，2019；赵贞卿，黄泽军，

2019)。 

2.3. 防范策略 

一些研究者在调查国内高校邪教情况的同时，根据自己的研究结论提出了一些防范邪教进入高校的

策略，包括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净化网络环境，加强反邪教的宣传力度

等(陈开敏等，2016；郭先根，2013；李建生，叶蕾，2008；吴纾恬，2015；詹梦悦，2019；周庆，2010)。 
除了上述专门针对高校防范邪教的策略，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一些更为广泛的全社会防范邪教的策略。

陈青萍等人提出，需要发展邪教痴迷者的理性认知和正确人格行为、消除邪教痴迷者的感觉剥夺状态、

加强对邪教痴迷者的社会支持、改善邪教痴迷者的特质焦虑和心理健康水平等(陈青萍，2004；陈青萍，

高智敏，2015；李培培等，2015；李倩等，2014；杨冬等，2014)。也有研究者提出了较为宏观、全面的

防范邪教模式，通过从政府到个人的层层系统，根据邪教活动的不同阶段采取综合性社会措施抵制邪教

活动(陈青萍，2013；毛欣娟，胡弘业，2017；张秉楠，2016)。 
针对国内高校的邪教研究较好地表明了在校大学生对邪教的认识现状。在研究对象方面，调查的对

象都是高校的学生，对于教职工群体的研究有待丰富。高校教师作为大学生成长、求知路上的引路人，

在大学生对待邪教的问题上同样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高校的其他教职工在管理、服务大学生的同时，

也在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大学生。因此，针对高校教职工的邪教研究很有必要。在研究工具方面，已有

调查多使用自编问卷，尚没有科学、规范、成熟的调查问卷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研究间不同结

论的比较和分析。后续研究可以致力于编制科学、规范、成熟的邪教研究问卷。在防范策略方面，无论

是针对高校的策略，还是针对全体社会的策略，多以加强宣传教育和综合社会管理类为主，对心理学方

面的策略往往忽略或重视度不够，依据心理学理论提出的可行策略有待丰富。因此，有必要从心理学的

相关学科和理论出发，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策略、方案，供高校和相关人员在防范邪教渗透时参考使用。 

3. 心理学视角下高校防范邪教的策略探讨 

通过梳理和分析国内的邪教研究现状以及高校防范邪教的策略，根据心理学的相关学科和理论，提

出以下四点防范策略、建议，供高校和相关人员参考。 
一、在设计高校防范邪教的策略时，要兼顾到教职工群体。一方面要掌握高校教职工对邪教的具体

认知情况和思想动态，对邪教有片面认知和错误认知的教职工，高校要组织专题学习班进行培训和教育。

另一方面，对已经发现的在高校工作中传播邪教内容或招募邪教成员的教职工，及时上报有关执法部门，

予以严肃处理。通过教育为主、严厉打击的策略，做到高校防范邪教无死角。 
二、在心理健康教育和调查中，重视对与邪教痴迷相关的人格特征的筛查和关注。有研究表明，容

易被邪教蛊惑、洗脑的人群在人格特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特征。而目前高校针对大一新生开设的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和心理健康调查，重点多放在心理问题、情绪问题等显性问题的调查和解决，对于人格特征

的调查和关注较少。这其中确实有人格特征具有倾向性、稳定性，不能与显性的心理和行为问题直接联

系的原因。但大学生(尤其是大一新生)的人格还处在发展时期，对于表现出精神病性人格倾向以及焦虑特

质人格倾向的大学生，高校可以有重点的适当关注、引导其人格的正常发展。当然，针对这部分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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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与引导不代表要用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而是在提供心理帮助、引导学生的人格发展中需要兼顾

到他们的人格特征。 
三、在高校已普遍开设心理健康教育公共课程的基础上，增设 1~2 门心理学公共课，如社会心理学

和积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旨在研究和揭示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和发展规律(侯玉波，2018)。
该学科的内容包括了个体信念与判断、态度、从众、说服、群体影响等多个方面，下面举两个主题的例

子说明其在防范邪教渗透方面的作用。在个体的信念与判断主题中，课程会讲授人们是如何归属原因、

先入为主的信念如何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解释等内容。通过对这部分知识的学习，能够使大学生尽量避免

被消极情绪和错误信念诱导，产生错误的归因和判断，从而避免受邪教蛊惑、加入邪教的可能性。在说

服主题中，课程会具体说明邪教是如何对人们进行洗脑的，并将提出可行的防范策略，例如提前建立“态

度免疫”，即在人们被邪教洗脑之前，先让他们在模拟的洗脑情境中予以反驳，经过这个类似接种疫苗

的经历，会增强人们抵制真实的邪教洗脑的能力。 
与以往的应用心理学学科不同，作为一门新兴的心理学分支学科，积极心理学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

人类的积极方面，旨在促进人类更积极、更幸福的生活，而不是止步于治疗心理疾病(刘翔平，2018)。已

有学者指出，当人们对生活现状感到不满意、不幸福时，一些人容易被邪教所蛊惑而加入邪教，因此学

者建议社会应关注、回应人们的诉求(布莱米林，耿耿，2012；津巴多，耿耿，2011)。而如果从积极心理

学的角度分析，在希望社会回应人们诉求的同时，也要对人们的价值观进行正确的导向和教育，消除一

些不切实际、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不合理诉求。高校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还处于形成

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通过开设积极心理学课程，培养大学生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大学生能够

主动地寻求真正的、真实的幸福感，对于防止邪教洗脑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四、结合高校所在地区或学科特点，编制科学、规范、成熟的邪教调查问卷。想要对高校的邪教情

况做出准确的把握和分析，一个好的测量工具必不可少。目前的邪教研究中，测量工具多是研究者自编

的问卷，自编问卷中确实包含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结构，但一般都以研究者的个人知识储备和认知为主。

这导致现有研究工具存在多样性、差异性，众多研究的结论无法科学比对、分析。 
对于测验的编制，心理测量学领域提出了一整套的规范程序，包括确定测验对象和目的、编辑测验

的题目、对测验题目进行分析和筛选、建立测验分数的解释和参考标准等(戴海琦，张锋，陈雪枫，2011)。
各个高校之间可进行分工合作和数据共享，在拥有邪教研究专家、测验编制专家和丰富的受测者的情况

下，编制出科学、规范、成熟的邪教研究问卷。当然，由于地区、学科等方面的不同，在编制问卷时也

要注意其适用范围，不必过于苛求测验能够服务于任何地区、任何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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