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11), 1794-1799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11252  

文章引用: 孙天鹏, 邓均, 王聪. 心智模式的影响因素及改善策略[J].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11): 1794-1799.  
DOI: 10.12677/ass.2020.911252 

 
 

心智模式的影响因素及改善策略 

孙天鹏，邓  均，王  聪 

重庆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重点实验室，重庆 
 

 
收稿日期：2020年11月5日；录用日期：2020年11月20日；发布日期：2020年11月27日 

 
 

 
摘  要 

心智模式简单地来说就是一个人对待事物的惯性模式。它自图式中演化又不同于图式。它的概念首先被

心理学家提出，之后管理学界也逐步重视起心智模式对于管理的影响。心智模式理论除了体现在个人层

面以外，还逐步地发展到了团体之中。个体的心智模式影响个体的发展，团体的心智模式则影响团体的

效益。改善个体心智模式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重点，改善团体的心智模式需要从团队建立之初就注意

成员的匹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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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mply put, the mental model is a person’s inertial model of dealing with things. It evolved from 
the schema and is different from the schema. The concept of it was first put forward by psycholo-
gists, and then the management circle graduall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mental 
models on management. In addition to being embodied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 theory of men-
tal models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groups. The mental model of the individual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mental model of the group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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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Improving individual mental models has different priorit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im-
proving group mental model training is an important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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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为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又称心智模型，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苏格兰心理学家 Kenneth Craik 于 1943 年提出。他认为

心智模式是一个系统的内部表征，或者说是一种映射，一种特殊的对外界事物的反应，人们通过它来认

识世界，对事物进行预测，对事件进行归因以及做出解释[1]。彼得圣吉将心智模式发展为认知地图，是

在对周围环境不断地探索当中形成的对世界的固有的看法，比如说形成的思维定势，在不同情景中有可

能产生错误，但是在一般的情境中却可以帮助人们快速地做出反应，节约认知资源[2]。不同的人对同一

事件的认识不同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心智模式不同，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的修炼跳出固有的心智模式才能

取得创新取得更大的成果。综合理解，心智模式就是一种受到长期的环境、教育等的影响形成的持久稳

定的对外界刺激的特殊反应结构。 
图式也是一种认知结构，或者又被称为认知框架，是个体已有的知识结构[3]。外部的信息经过输入、

处理、选择、保存进入人的大脑，成为个体认识世界以及应对各种外界变化的基础。皮亚杰认为个体发

展的过程本质上来讲就是适应的过程，而适应的内容就是图式的增加或重造，也就是皮亚杰所说的两种

手段同化和顺应。 
心智模式和图式同样都是认知结构中的重要概念，两者既联系紧密又有一定的区别[4]。它们都经过

长时间的演化，需要较长的时间逐渐形成，都是个体内部的对于外部信息的反应；心智模式是图式的综

合，激发图式的外部反应，图式主要体现在认知的表征方面，而心智模式则更强调实际的行为层次，能

够让我们更好地进行行动。 
根据心智模式作用的个体数量可分为个体心智模式以及团体心智模式。每个人的心智模式都各不相

同，在个体发展初期个体还无法认识到这个问题，如皮亚杰的三山实验，幼儿会认为别人同自己的所想

所知相同。随着个体发展，个体逐渐认识到个体之间知识结构与意志的差异。拥有不同心智模式的个体

组成了团体，因此不同团体之间的心智模式也各不相同，团体共享的心智模式会影响团体认识、解释、

处理与他人或其他团体的关系从而更加深远地影响其学习生活和发展。 
王鉴忠等基于系统科学理论，提出了“成长型心智模式”的新概念[5]。他基于职业生涯成功研究的

背景根据个体的心智模式处于开放还是封闭状态，分为了两种类型：成长型心智模式，指潜藏于人们心

中，一种处于开放状态、稳定的、具有持续发展生命力的认知模式；退化型心智模式，指一种处于封闭

或半封闭状态，缺乏生命力的认知模式。人的心理支配行为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心智模式由里及外影

响着个体的行为。以不同的心态去思考问题得到的结果也大不相同，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人生则更容易

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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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智模式的功能 

Rouse & Morris 认为心智模式主要有描述、解释和预测三种功能[6]。描述指的是对实在发生的客观

事实及变化的描述；解释是指个体对描述所得的实际情况的判断和理解；而预测即是对所将要发生的个

体自身的行为的预见。它是一种心理机制，通过是什么(what)，为什么(why)，怎么做(how)来认知和感知

世界。它们基本上服务于理解现象和进行决策的行为。 
心智模式允许个体预见未来的事件，解释事件和现象的原因，并选择合适行动的过程[7]。可以说心

智模式的主要功能主要是有两点，一是对信息的处理，二就是对行为进行预测和选择。在对信息的处理

中，只有那些符合个体知觉模式的信息才能够被进行加工，在原有的认知结构无法对新的信息进行识别

时，个体往往将这些信息进行忽略。在团队中这一情况更加明显，若某一群体中的心智模式高度重合，

那么他们对于信息的处理就会不充分，无法充分的利用团队的资源，降低了个体对于团队的贡献能力。

在行为方面，心智模式的主要功能就是根据已经处理得到的信息对行为进行指导并进行预测，在此基础

上大脑对与信息又进行新的处理加工，在两者不断地相互作用下，构建出了个体独特的心智模式，而心

智模式也在不断地动态中得到发展，这为心智模式的改变创造出了可能。 

3. 心智模式影响因素 

3.1. 个体心智模式的影响因素 

心智模式是人在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内部机制，已经形成的心智模式将会对个体的学习，工作发

展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是一种独特的极具个人风格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Heyworth 指出，自然世

界经由直接经验或者实验形成部分心智模式，之后与他人沟通交流，主动学习或经由教学了解了概念模

式，反过来作用于已有心智模式形成新的心智模式，通过科学的认知方法，最后形成一个推论的心智模

式。O’Connor, J. & Mcdermott, I.认为心智模式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个体生活的环境的影响，

一方面是与他人交流获得的经验[8]。二者修正了已有的心智模式。可以说心智模式的形成与个体早期的

生活环境密切相关。首先就是父母以及家庭环境的影响，在遗传层面上，DNA 的传递是通过基因片段的

遗传密码，父辈和子辈之间变异的可能较小，而心智模式与 DNA 不同，它是一种在脑中形成的稳定结构，

没有稳定的传输介质。它不是直接传递的而是通过间接模仿与教育来传递的。虽然说遗传基因塑造了大

脑运作机制，并且个体的心智模式虽然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其表现得方式却是由环境来决定的。所以

说遗传和后天环境共同影响了个体的心智模式。 
早期心智模式的形成与父母密不可分，由于父母与个体生活的时间更长，父母的行为举止都有意无

意的影响了个体，但是心智模式的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个体的发展成长，逐渐脱离了家长生活，

主要的生活环境与信息交流的场所变更为学校，与同学老师之间的交流可能会与之前与父母生活的心智

模式产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一方面可以接受的新的信息，以旧的心智模式来对新的事件作出解释

并指导行为反应，一方面将新的图式纳入大脑之中，同旧的心智模式相结合形成新的心智模式。个体的

心智模式在发展中不断地结合新图式容纳旧图式，在这一动态的发展中向前推进。 

3.2. 团体心智模式的影响因素 

Cannon-Bowers 和 Salas 将心智模型的概念从个体扩展到团队水平[9]。团体心智模式又称共享心智模

式，是指为团队成员共同拥有的知识结构，它使得团队成员能对团队作业形成正确的解释和预期，从而

协调自己的行为以适应于团队作业和其他团队成员的需求[10]。除了知识结构之外团队信念也同样重要，

在形成团队共享心智模式时，团队成员对所在团体共同的目标信念是否认同，也影响了团队心智模式的

形成[11]。Kraiger 和 Wenzel 提出的概念框架将共享心智模型的影响因素区分为环境、组织、团队和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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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四个层次[12]。团队规模越大则越难形成共享心智模式，团队的领导者在遇到困难时对团队目标或者

关键点描述的越清楚，操作性越强，分工越明确，越容易使团队绩效提升。除此之外团队成员的同质性

越高，共享心智模式也越好。此外武欣等认为团队内沟通顺畅更容易形成良好共享心智模式，团队内沟

通越顺畅那么知识结构的传递也就会越快[13]。但是如果团队中搭便车的行为越严重，就越不利于形成共

享心智模型，所谓搭便车就是指团队中某些人不付出努力或者只付出很少的努力而得到与其他成员同样

大的收益。张涛等发现团队成员间基于认知的冲突会对团队心智模式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基于情

感的冲突则会对团队心智模式的形成产生负面的影响；团队认知信任的存在会增加团队认知冲突对于团

队心智模式形成的正向影响效果；团队情感信任的存在会防止团队认知冲突转化为消极的团队情感冲突

[14]。在研究型团体之中，团队的创造力无疑是决定团队绩效的关键因素，李海红发现在激发团队创造力

过程中，团队领导与团队成员心智模式的一致性影响了团队成员的创造力水平领导与成员心智模式一致

性越高，团队创造力水平越高。综上所述，团体心智模式是一个复杂的团队认知系统，形成过程中受到

的影响多样化，既受到来自自身结构方面的影响，又收到来自团队经历冲突的影响，同时也包括团队成

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及其结构。 

4. 改善心智模式的策略 

4.1. 改善个体心智模式的策略 

李中莹认为心智模式就是对待事情的态度的惯性模式[15]。心智模式决定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判断模

式和动力模式。而心智模式的形成受早期影响因素较大。在这一结果下根据每一阶段的发展过程，需要

改善的心智模式的重心也就不同。 
在青少年时期，家长是孩子心智模式改善的最佳老师。学校应当与家长联合形成家庭、学校、学生

的三者联合，注重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心智模式是在生活中个体与社会的交流中构建而成的，个体与

所在的团体中的心智模式是相互影响的，青少年的心智活动改善离不开积极的团队心理活动建设让心智

模式在积极氛围下得到改善。 
大学时期，个体将要面对的是对职业进行选择，并对其进行规划。大学生职业规划的心智模式的概

念内涵体现为关于职业规划的结构化的知识和信念。在职业生涯规划的心智模式中，信念部分受环境了

解和人际关系的影响显著。因此在改善心智模式上个体要努力多样化的了解信息，对环境了解越充分，

则在未来的发展上更具有策略性。同时还需要极大地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职业能力是胜任某一职业的

根本，毕竟生涯规划的起点仍是职业。 
在进入工作之后或成为企业组织者之后，就应当注意自身心智模式与企业文化精神是否一致，定期

对企业员工进行组织培训，审视员工心智模式并进行学习，完善员工心智模式。将企业文化精神传递给

员工，将企业文化精髓内化为员工的心智模式。在组织过程中，心智模式分享性越高的组织其发展情况

和绩效也就越乐观，因此还要提升企业员工心智模式的分享性。其中人际沟通、未来倾向、风险容忍、

培训资源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其心智模式越有优势在生活工作当中应当勤思考自身不足，用辩证的眼光

看待事物，以人为鉴，以史为鉴。从多个角度看待问题，把握细枝末节。合理运用“空杯理论”即怀着

否定或者放空过去的心态面对新的工作[16]同时需要解除习惯性的消极防御，所谓消极防御就是在经历创

伤挫折之后的自我保护防御机制。消极防御机制是便捷应对外界事物的行为模式，但同时阻碍人的发展

[17]。 

4.2. 改善团体心智模式的策略 

彼得圣吉在《第五修炼》中以系统动力学为基础提出若组织中虽然个体具有较高的知识，但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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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却低下，则需要改善心智模式来应对。如何改善团体心智模式需要从多方面内容着手。在对团体心

智模式的研究中，一般以提升团队绩效为目的，团队共享心智模式对团队绩效的影响是通过知识分享的

中介而发生的，知识分享行为在团队中出现的频率越高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共同的情感既对工作内容的满

意感[18]。 
吴友军等通过研发人员的创新绩效的调查提出四个改善团体心智模式的策略分别是：招聘中关注研

发人员性格类型与价值观；加大培训力度以完善研发人员知识结构；实施工作扩大化与工作丰富化；完

善激励机制四个方面[19]。李艳华认为对团队成员集体认知模块、工作行为模式化模块、工作协作模块、

应对突发时间的心理认知操作模块训练能够使团队进行科学有效的发展[20]。 
可以看出在形成团队初期，团队成员的选择至关重要，建立团队时使用认知测评工具保证团队内部

心智模式一致性是团队获得优良绩效的前提保障。领导与成员心智上下级一致性同样影响团队绩效，促

进上下级、成员间心智模式一致性匹配，能有效提升团队内部沟通效率，甚至团队面对困境时能够自发

运作[21]。团队形成后需要进行团队内部信念与知识结构整合，避免团体一致性导致的盲目与忽略；改善

内部冲突信念，避免因情感导致的内部不协调，防止将认知冲突从转化为情感冲突；改善工作需要满足

信念，提升团队成员与团队整体奋斗目标信念的一致性，明白团体运转对自身的需要，明白自己在团队

中的责任；在知识方面通过培训要了解团队信息知识，做到心中有数；清楚团队组织制度知识，遵守规

则；了解团队成员知识，既团队成员特征特点擅长内容，方便工作内容沟通[22]。交叉式培训是以团队其

他队友的任务和职责为内容的培训方式，了解其他队友的工作内容，熟悉团队间工作流程结构，更有助

于形成团体心智模式，改变成员间固有认知。改善团队成员心智模式，促进团队内部沟通交流做到“同

构异质，和而不同”[23]。 

5. 小结 

心智模式以潜在的方式影响着个体的思想行为，为即将发生的事件做出预测假设，并提前采取行动，

而团队共享心智模式影响了团体、组织的效率。了解心智模式的形成发展以及影响因素能够更好地促进

个体和团队的整体发展。管理和改善心智模式需要解放个人和团体的思维定式，建立开放的个人心智模

式有助于促进团体心智模式的建立，在既定的职业情境中个人与团队的交互作用有助于个体度过职业发

展的瓶颈期，同时反哺团队为团队创造更多的价值。团队间的知识结构和信念一致性的建立为个体自我

发展，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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