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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文化、政治系統



政治社會化的定義

� 所謂政治社會化，是指個人在社會生活中，
獲取政治行為定向及行為模式的發展過程。

� 政治社會化即是在探討個人透過學習過程以
形成其政治行為模式的問題。



政治社會化的發展過程

� 政治化

� 人格化

� 理想化

� 制度化

� 現實化



政治社會化的媒介

� 家庭

� 學校

� 同儕團體

� 工作場所

� 大眾傳播媒體

� 選舉或其他政治性場合



政治社會化的類型

� 根據政治社會化的意識而分
� 顯性的政治社會化

� 隱性的政治社會化

� 根據政治社會化的計劃性而分
� 計劃的政治社會化

� 非計劃的政治社會化

� 根據政治社會化的形成關係可分
� 垂直的政治社會化

� 平行的政治社會化



政治社會化的功能

� 對個人的功能
� 政治自覺的形成
� 政治興趣與參政慾望的培養
� 政治知識的提供
� 政治能力的栽培
� 政治態度的形成

� 支持現制的積極份子（或稱「忠貞」份子）；
� 支持現制的消極份子（或稱順民）；
� 反對現制的積極份子（或稱激烈改革者或革命者）；
� 反對現制的消極份子（或稱犬儒份子）；
� 既不支持也不反對現制者（冷漠者）。

� 對社會的功能
� 在實際政治上有整合的作用
� 在實際政治上有維持的作用
� 在實際政治有更新的作用



政治社會化的研究理論

� 行為論

� 功能論

� 系統論



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文化、政治系統

� 關係圖示

� 政治體系透過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建立同質性
的政治文化。

� 政治體系透過政治文化指導其政治社會化。

� 政治社會化健全與否，決定政治文化為同質或
異質，同質或異質之政治文化，又影響了政治
體系之穩定與否。

� 政治社會化對政治系統之維持與變遷之關係



關係圖



The End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