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义
第四章 折中主义学习理论

第一节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折中主义学派的学习理论。我们先请大家思

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叫折中主义？在折中主义学习理论中，我们要

学的两个代表人物，主要是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和托尔曼的符号学

习理论。

一、班杜拉的基本主张

班杜拉是美国心理学史发展上是非常有名的心理学专家。他曾担

任过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他自认为是一位行为主义者。行为主义者一

般比较关心学习的问题。班杜拉认为学习理论应该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是个体怎样在社会情境中习得新的反应。在解释学习班杜拉的基本主

张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我们看过辰辰和南德的视频之后，这个是幼儿园里面玩的非常常

见的游戏——过家家。孩子的一言一行有很多是跟小朋友的生活不是

很密切。南德在这段话中说道：“我今天要去看房，我还要出趟差。”

像这样的对话，都不是小朋友生活的主要内容。这样的活动，去看房

去出车这样的活动， 他是怎么学会的？是老师教他的吗？还是说爸

妈教会的呢？其实这些活动不是爸爸妈妈故意教的，也不是老师在集

体活动中教给他们的，而是在社会情境中，和爸爸妈妈成人世界的交

往活动中，他们通过自己眼睛的看、耳朵的听，他们就学会了。孩子

不是简单地只在教室中才发生学习，他的学习发生在生活中的每一时



每一刻，所以仅仅研究在课堂情境中的学习行为是不够的。行为主义

者更多地是在实验室的情境中研究小白鼠、猫、鸽子等动物的学习行

为，显然不能解释人类的个体是怎样学习的。

（一）宝宝娃娃实验 1（Bobo Doll 实验 1）

班杜拉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对行为主义或者是原本学习理论研究

的推动。学习理论应该研究的是个体在社会情境中是如何进行学习的。

个体在社会情境中是如何学习的呢？就像刚才所问的，南德是怎么学

会要去出差、要去看房这样的活动的？为了验证自己的基本主张，班

杜拉做了一系列实验研究，这些实验研究被称为“宝宝娃娃实验”。

我们来看整个实验研究的过程。最基本的是要考察成人是怎样对儿童

的行为产生影响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南德的行为是从生活中习得

的，学会的是成人的一系列生活事件。成人作为榜样，是怎么影响儿

童的行为的？班杜拉把这些思考搬进了实验室。下面请大家亲自看看

他的实验过程，我们来看这段视频。

我们看到，班杜拉的实验设置了这样的情境，这是实验者和一个

充气娃娃的故事。首先，实验者要把儿童带到实验室中。实验室中有

一张小桌子，上面摆了些小玩具，儿童在小桌子旁玩耍学习。过会儿，

实验者走到橡皮充气娃娃这个地方，然后对充气娃娃开始拳打脚踢。

我们从视频中看到，他们拳打脚踢也是有相对固定的套路。为什么要

相对固定拳打脚踢的套路，就在于如果孩子等会过来打充气娃娃使用

的其他的方式，那怎么验证这是他学会的成人榜样的行为？所以，一

定要对这些成人的行为做一个规定。我们看到大概有这么几个动作，



一个是用拳头打充气娃娃的脸部；第二个是把充气娃娃抛向天空；第

三个动作是用脚去踢充气娃娃；第四个是拿一把锤子，利用工具击打

这个充气娃娃。儿童原本是在旁边玩耍、游戏，实验者并未要求孩子

一定要看着他，但是很快这个孩子就会注意到实验者的行为。当实验

者停下手来，把小朋友带到另一间观察室里，这个观察室里放着和实

验室里一样的充气娃娃。 ，然后实验者借故离开。通过一个单向玻

璃观看到孩子的反应。单向玻璃，一面像镜子一样，是看不到另一面

的，另一面则是通透的玻璃。孩子以为自己站在镜子后边，没有人看

着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小朋友的行为是怎样的？我们接着看视频。在

这段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小盆友，以为是男生以为是小女生。两

位都对充气娃娃拳打脚踢，他们所模仿的动作和刚才实验者的动作非

常相似。 基本上都包括了用拳头去打、抛向天空、用脚踢、用锤子

击打。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为男生的攻击性更强一些。但是这里

我们发现男生和女生的攻击性行为似乎没有太大差异。而且似乎这位

小女孩击打的更猛烈。所以可得出结论，孩子们所学的行为的确是通

过观察成人榜样学会的。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在这组数据当中，男孩

和女孩模仿的几类成人的行为。如模仿身体的攻击，用身体去打去踢，

男孩发生的次数要比女孩多一些，但并不是女生都不去模仿，也是发

生模仿行为的。在语言攻击上，男孩模仿男性实验者时，其模仿语言

攻击相对较多。如果女孩模仿女性攻击者，则其模仿言语攻击的次数

也会较多。其次用木槌进行攻击，男生多于女生，女生并不是完全没



有。除此之外，出现自发的攻击性行为，是他们自己创造出的攻击性

行为。比如打悬挂起来的球，男生女生都发生了这样的攻击行为。儿

童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都做出了一定的攻击性反应。所以这就提示

我们，成人榜样对儿童的行为的确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我们也可以看到 ppt 上的一张画片，这是一位家长用棒子打自己

的孩子。当孩子不听话时，爸爸妈妈认为打就是教育孩子的最佳方式。

中国有句名言，“棍棒之下出孝子”。如果要孩子听话 ，就一定要打。

如果孩子在外面做了错事，比如和小朋友打架，打了别人，别的家长

来告状。这时，家长拿起棍棒再打孩子一顿，会不会起到教育效果？

我们从班杜拉的宝宝娃娃的实验看到，这种处理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

问题。因为在小朋友看来，打就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在跟其他小

朋友共同玩耍的时候，和小朋友发生冲突，他会认为解决问题的方式

就是去打他，让他服我。所以，如果成人用打的方式来解决孩子的教

育问题是不会起到作用，反倒会适得其反，让孩子越来越具有攻击性。

从刚才的实验中，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成人榜样对儿童的攻击行为的

影响。

（二）宝宝娃娃实验 2（Bobo Doll 实验 2）

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接触到老师、父母这样的成人榜样之外，小

朋友还会接触到什么样的成人榜样？在生活中，他们经常会看电视、

看电影、看动画片。像这样的电视电影作品中网网友攻击性行为。比

如武打片《霍元甲》，这部电影中，霍元甲去和敌人对打，这是弘扬

正义。问题在于这种弘扬正义的精神孩子会不会真正学到？像霍元甲



这样打的攻击性行为对孩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霍元甲的行为受到

社会的褒奖，在这样的褒扬之下，孩子会不会去学这样的行为？在动

画片中， 他们也会看到一些列的攻击性的行为，比如《奥特曼》、《虹

猫蓝兔》一系列的动画片非常受到小朋友的欢迎，这些动画片中包含

了大量的打打杀杀的攻击性行为。它们对孩子有没有影响？是不是一

定是真实成人的榜样才会影响儿童的行为？

班杜拉对这样一个问题也进行了考察。也就是媒体形式的榜样行

为和真实的榜样行为对儿童的影响有没有差异？他在实验中做了这

样的设计。第一组小朋友看到真实的榜样打橡皮娃娃，第二组看到的

是以电影的方式呈献给孩子，让孩子们观看实验者击打充气娃娃的场

面，第三组则以动画片的形式呈现击打充气娃娃的画面。看过真实成

人榜样、电影、动画片，再被带到观察室，结果发现三组小朋友面对

和刚刚看过的一样的充气娃娃时，都表现出对充气娃娃的拳打脚踢。

也就是说，不管用何种方式呈现榜样行为，对儿童的攻击性行为的影

响，没有差异没有实质性差异。这就提醒了幼儿教育工作者、家长，

我们都应该注意有选择的给孩子看电影、电视、动画片。像攻击性行

为多的镜头，都会对其攻击性行为产生影响，会激发他们的攻击性行

为。有不少家长、老师可能会认为，动画片是为小朋友设计的，他们

去看是没关系的。通过班杜拉的宝宝娃娃实验，启示我们虽然这种形

式为小朋友所喜欢，但是重要的是影响孩子的行为不是媒体形式，真

正重要的是当中播放的内容是什么。假如充斥大量的暴力行为，一样

不适合孩子观看。



（三）宝宝娃娃实验 3（Bobo Doll 实验 3）

看了班杜拉的宝宝娃娃第二个试验之后，我们还需要再思考一个

问题。就是刚才看到的榜样行为不管用什么方式呈现，都是打了就算

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打了别人可能会被

老师批评或受到惩罚，也有的是帮助去打别人，比如警察抓小偷，这

样的行为可能会受到奖励。我们要思考的是，假如儿童看到了榜样的

攻击性行为，如果看到是榜样受到奖励，另一组看到的是受到惩罚，

这个时候儿童是不是都能从榜样那学到攻击性行为呢？如果不是。是

看到榜样受奖学的多，还是看到榜样受罚学得多？这是我们在生活中

常遇到的问题。班杜拉针对这个问题做了第三个心理实验。

在这个实验中，打充气娃娃的场景和刚才是一样的，但是在打的

过程中多了一个环节。一组小朋友看到榜样受到奖励，实验者正在打

充气娃娃的时候，从门外又进来第二个成人，这个成人看到榜样正在

打充气娃娃，就对实验者竖起大拇指说：“太棒了！你真是一个强壮

的冠军！” 第二组小朋友，看到的是榜样受罚的场景。实验者正在击

打充气娃娃，这时从门外进来第二个成人，他指着正在击打充气娃娃

的实验者说：“如果再让我看到你欺负别人，我就对你不客气，赶快

停止！”进来的成人对待实验者正在打充气娃娃这样的行为分别作出

了褒奖、批评，儿童看到不同的情境，他们还会不会学到攻击性行为？

会不会看到奖励的就比看到批评的多呢？在这个实验情境之下又把

小朋友带到观察室中，独自面对相同的充气娃娃。结果就发现看到刚

才榜样受到奖励的小朋友都会冲到充气娃娃跟前，对着娃娃拳打脚踢。



而看到榜样受到惩罚的小朋友，起码大多数的孩子都站着不动，没有

跑过去打充气娃娃。

这时我们觉得受到惩罚的一组，似乎比受到奖励的一组更少的学

会这种攻击性行为。但是请注意，看到榜样受惩罚的孩子是不是真的

没有学会呢？或者说是否意味着看到榜样受奖励的儿童，比看到榜样

受惩罚的儿童，习得更多的攻击性行为？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看到榜样受罚的这组只是没有表现出来。没有表现，是不是没有学

会？你问我 1+1 等于几，我说我不告诉你。我不告诉你，并不等于

我不知道。并不等于我不会做这道题。所以在这里，孩子们只是没有

表现，并不等同于孩子没有学会这个行为。我们怎么才能验证孩子们

有没有学会？有同学会想，那换过来，第二次再进行一遍，让刚才受

罚的儿童现在也看到榜样受奖。那我们到底怎么分辨现在表现出的攻

击性行为，是第一次看到榜样受罚时学会的，还是第二次看到榜样受

奖时学会的？显然我们没办法区分。

（四）宝宝娃娃实验 4（Bobo Doll 实验 4）

班杜拉又设计了一个实验。在实验中，他让孩子们一组看到榜样

受奖，一组看到榜样受罚。孩子们来到观察室之后，让他们独自免充

气娃娃的时候，对他们说：“你把刚才看到的都原样表现出来。你学

的越像，我就给你糖吃。”看到榜样受奖的这组孩子自不必说，肯定

是非常起劲地击打充气娃娃。看到榜样受罚的这组孩子，在没有告诉

他给糖吃的情况下，大多数孩子是没有击打充气娃娃。但是现在当实

验者告诉他给你糖吃，他们发现，刚才看到榜样受罚的孩子，听到会



给你糖吃这个规则的时候，他们也像模像样的把刚才实验者所做的一

系列攻击性的行为都学出来。

所以，并不是说看到看到榜样受罚孩子就没有学会这种行为。他

只是知道这种行为不对，表现出来会受罚。但是一旦有了适当条件，

就会引发做出相同的行为。所以他们是学会了，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

已。这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看一些法制片、

涉案剧。主持人经常会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这样的犯罪行为终究是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这种解释，对于一

些人的确是一种警示，不要以身试法。但是对于另一些人，这种犯罪

的手段、犯罪过程同样也是一种学习。他面对法律的威慑时，他不敢

表现出来。但是一旦他走到一定的情境中，有一定的条件支撑犯罪动

机的时候，他同样会模仿影视剧中一系列的手段来实施犯罪。所以像

这样的片子，都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儿童的教育中，我们不可能完

全杜绝让儿童不看到反面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做好之后的解释工作，

告诉他们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起码他可以不表现出来。这是我们在看

到班杜拉的一系列宝宝娃娃实验之后，我们所看到的一系列问题。

二、极具模仿力的儿童

虽然一系列实验告诉我们儿童会模仿成人榜样的行为。无论这种

行为使用何种方式呈现出来的。媒介、电影、动画片都一样让儿童学

会模仿。再有，榜样无论是受奖还是受罚，儿童都会学会攻击性行为，

只不过看到榜样受罚，儿童更多的倾向于不表现出来。需要考虑的是，

刚才的试验当中涉及的都是攻击性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儿童的模仿



行为只有攻击性行为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看图片，第一张

图片是孩子们在骑马打仗。骑得是小木马，木板凳，拿着木制的刀、

棒、棍在打。这样的情景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是从成人那学来的。第

二张图片是孩子们在吹吹打打过大年。吹吹打打这个任务也不是他们

这个年龄来做的，他们也是像模像样扮演鼓乐手的角色。这种行为也

是从成人的世界中学来的。第三张图片是孩子们在斗蛐蛐、斗蟋蟀。

这也是看到成人这样斗蟋蟀，他们也捉来蟋蟀，斗得像模像样的。当

然这几张图片都是手工的画。

在现实情境中，是不是也一样呢？儿童非常具有模仿力。这张图

片是贝克汉姆的儿子，在他 5 岁的时候，贝克汉姆送了他一辆真汽车。

他儿子像模像样的坐在方向盘前，模仿成人开汽车。第二张图片，在

邮局的柜台前，这位小朋友也非常认真拿起笔来写写画画，模仿成人

填单子的动作。第三张图片，小朋友站在受检阅的军队后面。士兵们

在敬礼。孩子也举起手来模仿成人敬礼的动作。看到孩子非常具有模

仿力，无论什么样的场景，他们看在眼里就会把他学出来。我们会看

到的都是良好行为，对于一些不好的行为，儿童是不是也会模仿呢？

答案当然是的。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在中东地

区的孩子，他们经常玩的游戏也都和战争有关，是战争主题的。让教

育者非常心酸。电视节目中经常会有搂搂抱抱、带点颜色的动作和行

为，孩子们看到也会学到自己的生活中。儿童非常具有模仿力。这提

醒着教育者呈献给孩子的教育内容一定经过成人选择。孩子去看电视、

图书、电影，如果不加过滤的，都让孩子坐在电视机前，就会有一些



孩子们不适合看的东西，孩子们就会模仿这些行为。这对他们的生活

产生不好的影响。

三、观察学习的过程

我们会思考，儿童对社会行为的学习过程是怎么样的？他们是怎

样学会的？班杜拉对此也做了思考。我们来看观察学习的过程。

（一）注意过程

先看一段成人世界的观察学习。感受下穿越过来的主人公，怎么

学习现代社会中对他来讲非常陌生的东西的？通过这段视频，这是一

段恶搞意为的视频，内容似乎有点戏谑的味道。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观

察学习的过程。主人公在学习如何使用提款机，首先是注意看别人是

怎么做的。观察学习的第一个过程就是注意过程。在这个过程，他会

去观察榜样活动的特征，如榜样活动的独特性、流行性、复杂性、情

感诱发力等一系列特征。这种流行性、独特性特征都非常容易引起学

习者的注意。比如 2012 年非常热的舞蹈，韩国鸟叔的骑马舞，其非

常独特，具有情感的诱发力，让你在跳舞时感到非常兴奋的体验，由

此具备流行性特征。因此我们看到，在 2012 年的年末，很多单位在

组织新春晚会时都有骑马舞这个节目，表演者从小孩到大人都有。这

种流行性、独特性、这个情感的诱发力具有被模仿性，受到了学习者

的注意。对于观察者，他的感知能力、情绪唤起水平、知觉定势、还

有以往学习某一行为受到的强化，都会影响其注意过程。

（二）编码过程

当他注意到榜样行为，他会对榜样行为进行编码。用他自己的认



识重新编码，储存在自己头脑中。这一系列的行为我们称之为符号编

码。比如，如果有个人，现在带你从你家到学校走一段你从来没走过

的近路，他事先告诉你走这条近路比平常节约一半时间。这时你会非

常感兴趣。走这段路时，你会悄悄记住，出门先左拐，穿过一条小路、

来到一片小树林 穿过树林，再右拐，然后路过小房子，最后就到了

学校。这时候，你会把一系列的活动进行编码，先怎么样，再怎么样，

然后再怎么样，对整个信息进行编码。通过编码纳入到认知结构当中

形成认知组织。

（三）动作再现过程

下一次重新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可能在头脑中告诉自己，大概就

是出门左转、穿过一条小路、再穿过一片小树林、路过小房子，就到

学校了。这时你通过口头复数，这就是符号语言，然后你试着走一遍，

这就是动作语言。我们在学习舞蹈、学习体育动作时，就会非常明显

的体验到符号编码的作用。再有，这个观察学习的过程中，把榜样的

行为记忆在头脑之中，往往通过动作再现整个学习过程。像视频中，

穿越过来的先生，通过动作、语言把看到的行为再现出来。

通过这个部分，我们发现观察者能不能进行动作再现，也受到几

个因素的制约。比如受到体能因素的制约，如果看到的行为是我们的

体能因素达不到的，我们就不会去学。我们看到刘翔在奥运会上勇夺

金牌，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也想学，但是我们没办法学得好，因为体

能达不到，所以我们没有动作再现的过程。其次，反应的可行性，你

能不能这样做？ 对再现的自我观察，像我们学舞蹈的时候，要对着



大镜子跳。为什么对着镜子跳？目的在于方便自我观察，通过自我观

察或旁观者对动作再现的反馈、评价，都是为了更好的再现动作，更

好的学习。这是观察学习的第三个过程。

（四）动机过程

第四个过程，动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含几个强化因素，其

一是外部强化，在行为主义学理论中有所提到。班杜拉认为自己是行

为主义者，所以继承了行为主义的一些观点。班杜拉在动机过程中，

提出两个不同的强化，替代强化和自我强化。替代强化，强调观察者

因为看到榜样受到的强化，而自身受到的强化。像班杜拉的宝宝娃娃

实验中，成人榜样击打充气娃娃，另外一个成人走进来说：“打得好，

你是一个强壮的冠军！”这时，这种强化，这种表扬并没有发生在 观

察者身上，而是发生在榜样身上。榜样受到强化后，观察者在观察室

中同样也会表现出这样的行为。这就是替代强化。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境，比如，在座的同学在完成

本科阶段的学习，完成本科阶段学习，有的同学会考虑要不要去考个

研究生呢？有的同学会觉得有点太高深了，现在不敢考。但是他会去

观察周围的同学有没有去考研究生，如果那位同学考上了，那么这位

观察的同学，第二年去报考研究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为什

么？因为考上对于考研究生的同学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强化。这个

强化尽管没有落到旁观者身上，但是他会觉得，他能考上，我也能考

上。他有好的结果，我也应该有。但是，假如说，一个平常成绩很好

的同学考研究生没考上，剩下的旁观者第二年去报考的可能性会下降。



因为大家认为他都没考上，更不用说自己了。所以说，这种强化并没

有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你也同样受到了强化的作用。这就叫做

替代强化。

自我强化，指的是社会向个体传递某一个行为的标准。当个体的

行为表符合甚至超过这一标准时，他就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奖励。

比如在公交车上，给老弱病残孕让座，这是社会向我们传递的一种好

的行为标准。当我们看到老弱病残孕时，我们会给他人让座，此时周

围人并没有竖起大拇指对我们进行表扬，但是我们自己内心会有美滋

滋的体验。这是因为我们的行为符合社会的标准，这种积极的情感体

验对自身来讲就是一种奖励，这就是自我的强化，一个小朋友完成了

一项任务，老师虽然并没有奖励他，但是他对于完成这个任务具有很

高的成就感，这也是一种自我强化。

所以，强化不仅仅是外在的一些强化物提供给我们的外部强化，

同时还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替代强化，以及我们自身产生的积极的

情感体验是一种自我强化。

观察学习过程包括四个过程，注意过程、保持过程、动作再现过程以

及动机过程，在动机过程中，班杜拉区分了外部强化、替代强化、自

我强化三种强化。

四、观察学习的主要特点

第一，班杜拉非常强调人的行为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复杂交互

作用的产物。并不仅仅来源于外部强化才产生某种行为。这种替代强

化、内部强化，都是人自身内部所产生的体验，是外在环境、外在因



素和主体内部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第二个特点是，承认直接经验的学习，这其实是行为主义者强调

的。与此同时强调观察学习的重要性。我并没有亲自去做，但是我通

过观察别人去做，我学会了。

第三个特点，在学习动机方面，注意到三种强化因素对学习动机

的影响，即外部强化、替代强化和自我强化。通过观察学习主要特点

的分析，我们感受到班杜拉的理论观点和行为主义的理论观点是不是

一样的？显然，它们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别，这就在于行为主义者更

多地强调外部因素的作用，强调实验的安排、强化的安排、环境刺激

的安排，但是班杜拉强调外部因素、直接的体验固然重要，但是内部

因素，如何体验、观察、保持信息等都对个体行为的产生非常重要的

作用。所以，班杜拉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行为主义者。他非常强调个体

内部的因素，这种内部因素更多的表现为个体的认知，所在在他的理

论中，不仅有行为主义的影子，同时还有认知学派的影子。正因为如

此，才把他称为折衷主义的学习理论。这一点是与教材安排不一样的。

教材把班杜拉的学习理论放在行为主义理论中，在这，我们做了这样

的解释，我们把它放在折中主义学习理论之中。

五、对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评价

揭示了人类和动物的一种非常普遍的学习形式，通过观察榜样的

行为、示范进行的一种学习。强调教育教学中榜样的示范作用。可能

大家会觉得， 刚才不是在讲人嘛，现在为什么又说食动物学习的普

遍形式呢？我在这贴了一张非常可爱的小猪的图片，叫苏，她的主人



把它当作宠物来养。小猪跟着自己主人一起去放羊，它观察到牧羊犬

会对羊群的行为做出维持秩序的行为，比如有的羊跑出羊群，牧羊犬

会把羊赶回来。主人会拍拍它的屁股，表扬一下。这头小猪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为了得到主人的奖励，当羊群中有羊跑出羊群时，它会像

牧羊犬一样，把羊赶回来，让羊恢复秩序。而且牧羊犬在训练中，经

常会跳跃障碍，这只小猪很快也就学会了。这些行为通过观察牧羊犬

的行为学会的。所以，它也是在榜样的示范、通过观察中学习的。所

以观察学习也是动物非常普遍的学习形式。第二个，班杜拉的社会学

习理论，非常强调研究外线行为，以及行为结果对行为的影响，同时

非常强调强化的作用，但是又与行为主义有所不同，表现在班杜拉非

常重视人的行为的内部原因，比如人的认知、动机。在动机因素中，

他提到替代强化、内部强化。所以班杜拉的学习理论又被称为认知行

为主义、或者是认知和行为两派的，所以又叫折衷主义。

通过社会学习理论的介绍，初步了解了班杜拉的学习理论。 通

过一系列宝宝娃娃实验， 验证了成人的榜样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来

呈现，都会对儿童的行为产生影响。这种行为并不限于实验中的攻击

性行为。儿童是如何学会榜样的行为？班杜拉认为是通过观察学习来

学会的，观察学习的过程分为，注意过程、保持过程、动作再现过程、

动机过程。在动机过程中，区分了三种强化。外部强化、内部强化、

替代强化。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非常强调人的内部因素，认知、动

机，这是与行为主义学派不同的，所以也具有认知主义学派的特点，

这被称为认知折中主义。





第二节 托尔曼的符号学习理论

一、理论背景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折中主义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托尔曼。

托尔曼学习理论被称为符号学习理论。为什么要叫符号学习理论，我

们通过托尔曼一些列的主张、实验来理解。首先介绍一些列研究，分



析它的特点。托尔曼，他总的立场也是行为主义的立场，但是他也是

一位特殊的行为主义者。为什么特殊？这就在于托尔曼的理论观点在

很大程度上还受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我们前面讲过认知学派，我们

知道格式塔心理学非常强调整体性、强调组织的作用。在托尔曼的理

论中，非常强调行为的整体性，注重从宏观的角度分析行为。所以托

尔曼的学习理论兼具了行为主义和格式塔学派的倾向，因此它也被称

为折中主义的学习理论。

二、位置学习实验

（一）白鼠游－走迷津实验

我们来看看，托尔曼在阐述其理论过程中，他做了一系列的实验

来支撑理论。首先，他设计了一个位置学习的实验，这是一个一系列

的实验。用小白鼠做实验研究的对象。小白鼠去游走迷津。什么意思？

他先让小白鼠学会怎么走迷津，在迷津中跑跑跑跑跑，多跑几次之后，

发现其进入盲道的次数逐渐减少，它可以非常顺利的跑出迷宫。这时，

托尔曼给迷宫中注满了水。将小白鼠再重新放回迷津这个情境时，因

为里面充满了水，它不能单靠自己的腿走出迷津，而必须靠游泳游才

能通过迷津。此时，按照行为主义的观点，小白鼠应该学会的是什么？

它应该学会的是走迷津，走这个动作。现在实验情景发生了改变，它

不能走了，那它还能不能成功的穿过这个迷津呢？结果发现，小白鼠

放到注满水的迷津中时，他们就用游泳的方式，很快就游出来了迷宫。

这就跟行为主义的观点不同了。因为按照行为主义的观点来讲，

小老鼠学会的应该是走这个动作。在桑代克的实验中，猫学会按压杠



杆，然后逃出迷箱。斯金纳的实验中，小老鼠学会按压杠杆，吃到食

团。学会的都是某个特定的动作。现在按照道理，这个小老鼠在迷津

中，应该学会的是走迷津这个特定的动作。问题是，迷津的环境发生

了变化，刺激情境变了，小白鼠依然可以用另外的动作形式成功的走

出迷津，游出来。也就是说，它学会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它学

会的应该是对迷津本身的空间布局，在头脑中可能就形成了这个迷津

是怎么安排的，整个地图在其头脑中形成。所以它才能够通过游泳的

方式很快完成路线。这时，就让我们感觉到需要有一个认知成分引入

进来，才能解释这个实验的结果。这是第一个实验，我们接着往下看，

认知的成分就会越来越浓。

（二）十字迷津

我们看这幅图，在十字迷津上，呈现十字路口的形状，在这个十

字路口上，我们看到下面 S1 是 start,第一个起点，S2 是第二个起点。

同样标有 F1、F2 。F1 是第一个终点，F2 是第二个终点。首先他训

练这个小老鼠走迷津的时候，他会在 F1 这个地方放置好吃的东西。

小老鼠从 S1 第一个起点出发，起初小老鼠并不知道 F1 这个地方有

好吃的东西，所以它会先对迷津做几次探索，有时候就吃到了，有的

时候就白跑了。但是小老鼠很快就学会从 S1 出发，向左转，跑到 F1

这个终点，吃到食物。很快它就不会向右转了。按照行为主义的说法，

在这个刺激情境下，小老鼠学会的应该是向左转这个动作。现在托尔

曼对这个实验进行了改变。他让小老鼠不要从 S1 这个起点出发，而

是从 S2 这个地方出发。他要看一看小老鼠到底学会的是向左转还是



学会的是到 F1 这里找食物。假如学会的是向左转，那么其从 S2 出

发，显然它应该到达终点 F2。但事实上从 S2 出发的时候，小老鼠大

多也是向右转，到达 F1 这个地方找到好吃的食物。这个实验进一步

验证了，小老鼠通过十字迷津，学会的并不是向左转这个动作，而是

学会了好吃的东西在哪里放着,知道食物的位置。在其头脑中再次形

成了一个认知地图：我要到哪里找到好吃的。这也就跟行为主义的观

点有所不同了，刺激反应不是简单的反应，而是有认知因素在里面。

（三）位置迷津——迂回路径

这个实验设计得比刚才的十字迷津要复杂很多。在这个实验中，

小老鼠从起点出发，向前跑，当它跑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它有三个选

择。第一个选择是走通道 A,可以走到终点吃到好吃的奶酪。第二个

是选择通道 B，最终也可以到达终点，但是路径要比走通道 A 要长一

些。第三个是选择通道 C，它也可以通过终点获得好吃的。但是问题

在于通道 C 的道路会更漫长一些。 通过几次的探索，小老鼠很快就

知道，往通道 A 跑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吃到好吃的东西。在这个时候，

当它学会一走迷津就走通道 A 时，实验者在 X 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

障碍。显然这个障碍设置后，小老鼠就不能顺利通过通道 A。他们发

现小老鼠走到 X 这个地方时，发现此路不通，它会倒回来，不假思索

的拐到通道 B，然后到达终点。也就是在 B 和 C 中，它选择了一个

相对较短的路径。第二次实验者把 X 这个地方撤掉，但是在 Y 处设

置了障碍。当小老鼠通过通道 B，来到 Y 这个地方，发现此路不通。

此时，它倒回去，直接从通道 C 跑到终点，吃到好吃的。也就是说，



小老鼠并不仅仅是学会走哪条路，更重要的是在它的头脑中形成了非

常清晰的认识：每条路怎么走，而且哪条路最短。同时，它知道在哪

个地方设置障碍，我现在的选择只能是什么。如果有这样清晰的思路，

那只能说在小老鼠头脑中形成了这样清晰的认知地图，它才可能有这

样清楚的认识。所以，通过迂回迷津，首先，让我们非常佩服小老鼠

的智慧。其次，我们发现小老鼠在训练中并不仅仅学会某个动作的反

应，而是学会了认知地图。对整个路线状况有了清醒的认识，所以这

个时候非常强调认知因素的。

三、实验结论

小老鼠能够在训练中学会对目标、手段的一种预期。目标在哪里，

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什么样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它都在内心中有

一个预先的判断。所以用“预期”这个词。托尔曼认为可以用“预期”

这个术语来描述动物的某些行为倾向。它为什么要这样选择？为什么

要这样做？在托尔曼看来，学习对行为的目标、取得目标的手段、达

到目标的途径和获得目标的结果的认知，就是期待的获得。

通过这样的学习，我们看到托尔曼在其学习理论中引入了“预期”

这个术语。因此，他非常强调行为的整体性，他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分

析行为，而不是聚焦到某个具体动作，从微观层面上来讲人的某种具

体行为的反应。强调的是宏观的行为的整体性。为什么这么做？为什

么这么选择？第二个，托尔曼认为有机体在实验中显示出方向性的行

为，这种行为的倾向和在传统条件反射的实验中显示出来的行为显然

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在桑代克的实验中，饿猫要逃出迷箱时，它要



做的就是按压踏板这个动作。比起这个动作，在托尔曼的实验中，小

白鼠的行为显然不是简单的某种动作的反应，而都有某种行为的预先

的判断。都有一系列的朝向目的、朝向目标的事实。所以，动物在实

验中习得具体行为的意义要远比某个动作反应要大得多。也就是说，

在桑代克观察到的动物学会的某个具体动作要比动物朝向某个目的

这个事实的意义要小的多。注意这个话，我是一反一正来讲的。我们

看到，托尔曼强调的是行动，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动作。用英语来讲，

一个是 act，一个是 movement。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在符号学习理论中，我们清楚的看到，托尔曼非常强调行为的目

的性。他认为，通过对行为的观察表明，行为一般都指向某种目标。

学习是有目的的行为，而不是盲目的。像我们观察到的小老鼠的行为，

它并不是盲目的去找，这条路不通，去试试另一条、再试试第三条。

不是的，他头脑中有非常清晰的预期。哪个地方堵了，哪条路就意味

着不能走了，除此之外，还有哪条路可选。所以它是非常清楚的，有

目的的行为。

他认为学习是对“符号——完形”的认知。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来

解释小老鼠的整个学习行为，不仅仅包括目的，还包括预期、认知，

所以它是整体性的知觉经验的组织。

在外部刺激和行为反应之间，我们知道行为主义者对学习的总结，

是刺激（S）——反应(R)这个公式。在托尔曼看来，刺激到反应，有

什么样的刺激情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反应，这个公式中间还应引

入一个中介反应。他用 O 来代表。这个中间变量指机体的内部变化，



并不是血压升高了，而是强调内部的认知发生了改变，你把这种刺激

情境进行了编码加工，储存在头脑当中，形成更深入的认识。所以，

他非常强调认知的作用。他认为学习可以用一个改良的刺激公式来表

示：在外部刺激（S）和行为反应（R）之间存在着中介变量（O）因

而学习可表示为：S－O－R 。O，这个中介变量是必不可少的。他

非常强调这种行为的目的性，也就是说小白鼠把对刺激情境的认识作

为一种符号储存在头脑当中进行编码。通过内部的反应做出某种积极

地反应。所以，为什么叫做符号学习理论，就在于强调学习的目的性。

四、潜伏学习

除了强调学习的目的性之外，托尔曼还有一点与行为主义者不同

的，就是对潜伏学习也进行了研究。他并不认为强化是学习者必须的。

在斯金纳操作性条件反射学说中，斯金纳对强化是非常强调的。强化

物怎么设计、强化怎么安排？托尔曼认为并不是强化就一定会引起学

习。学习所必需的不仅仅是强化。有时候没有强化，可能也能够发生

某种学习。在斯金纳看来，可能不可思议。但是托尔曼用了一系列实

验来证实自己的假设。托尔曼认为，学习是对环境有关信息的组合构

成的。就是把环境中的所有信息组合起来，在需要的时便利用这些信

息达到目的。显然，组合这些信息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强调认知的

作用，也就是格式塔。他认为这样说还不够，要检验学习过程中没有

强化一样能够发生学习。关键在于把环境中的信息组合起来。为验证

这种学习观，托尔曼和他的学生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这些实验就被

称为潜伏学习。



他把小老鼠分成 A、B、C 三组。A 组是始终受奖组，B 组是始

终不受奖组，C 组是从第十一天才开始受奖，前面十天都不受奖。我

们看看三组实验被试整个的学习过程。从这张图看，横坐标是实验天

数，纵坐标是他们平均出错的错误次数。A 组是经常得奖的，每天都

有奖。随着每天的学习，他们平均错误的次数下降得很快，进步的速

度最快。B 组，没有食物受奖。随着时间的推进，在跑迷津的过程中，

出现错误的次数也在逐渐下降，但是逐步进步的速度要比每天都得奖

的 A 组要慢很多，错误次数一直都还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再看 C 组，

前十天没有获得奖励，从第十一天开始获得奖励。在前十天中，它们

的进步速度基本上和 B 组是持平的，但是不一样的是，从第十一天开

始，C 组开始受到奖励。戏剧性的变化也就从第十一天开始了，前面

十天都和 B 组的成绩持平。但是从第十一天有了食物受奖，到第十二

天他们知道跑得快了有奖励，到第十二天它们的速度有了明显的提升。

与前十天相比，以后跑迷津错误的次数明显大幅度减少。也就是说，

从第十一天开始，并不像每天都受奖的 A 组一样，出现了曲线的进

步过程、有坡度的逐步的进步过程，而是出现了一个突然地大幅度的

进步过程。这意味着：前十天，它的行为也在进步，只不过没有表现

出来。一到第十一天开始受奖了，条件成熟了，这种反应的准确性、

高速度才开始真正表现出来。前面十天都在干嘛呢？其实学习也在发

生，只不过是潜伏状态，没有显示出来。如果要显示出比较高的操作

水平，有机体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走出迷津的这种要求。什么意思？

你看看第三组就知道了，前面十天通过训练，他们已经非常熟悉迷津。



但是它还是不紧不慢的跑，并没有多大的进步。我们通过刚才那张图

可以看到。它没有强烈的需求要跑出这个迷津，但是到第十一天，知

道跑出迷津有奖励的时候，这个跑出迷津的要求就大为提升，动机水

平非常高。在这样情况下，它才表现出比较高的操作水平。即光有知

识是不够的，还要有动机的要求。托尔曼不仅意识到认知的作用，还

认识到动机的作用。学习不一定外显在行为中，操作水平的变化也不

是学习的同义词。即跑得快与不快，错误次数的多少，都不能表现出

学习的本质。学习还包括什么呢？学习还包括其它某些东西，即托尔

曼所说的那些中介变量。内部的变化，刚才说的主要是认知的变化，

在这里，这种变化还包括学习态度与动机水平的变化。所以中介变量

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托尔曼符号学习理论的评价

通过学习理论的介绍，托尔曼非常强调行为的整体性，他关注的

并不仅是某一行为中的某个具体动作：“我向左转还是右转”，他关注

行为的目的：“我向哪里走才能达到目的。”行为的目的、预期选择的

偏向和人的认知、需求是有关联的。

所以，在他的学习公式中，在原有的行为主义刺激反应联结的公

式中，他引入了一个中介变量。这个变量是机体积极地内部的变化。

这个中介变量，填补了介于作用于有机体的刺激和有机体作出反应之

间的空白，即刺激反应之间的空白。以往研究只知道某种刺激情境引

起某种动作反应，但是这个动作反应是怎么发生的？机体内部发生了

什么变化？以往的研究都没有涉及，这里是一个黑箱。托尔曼引入中



介变量进行了探讨。

符号学习理论强调认知性质，被认为是认知心理学的起源。托尔

曼虽然用了一系列的客观验证的实验方式，在一定程度继承了行为主

义者的研究取向，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又在行为主义研究的基础之上

做了很多补充，而补充的这些成分，并不仅是外在的行为，涉及了大

量的内部因素，带了非常强烈的认知特色。所以，托尔曼的学习理论

也被认作是折中主义学习理论。

简要回顾折中主义学习理论。首先介绍了班杜拉学习理论。通过

一系列实验宝宝娃娃实验，强调在儿童学习过程中，社会情境中的成

人示范作用。托尔曼的符号学习理论强调人的内部因素的变化，这个

内部因素不仅仅是认知因素， 同时还包括学习的需求，即动机的作

用。 正是因为这样的变化，把内部因素的变化作为一个变量放在刺

激反应之间。所以，他的学习理论就带上了非常强的认知色彩。班杜

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和托尔曼的符号学习理论，我们都把它称作折中主

义学习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