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义
第二章 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

第一节 桑代克的学习联结说

学习联结说是一个与行为主义有渊源的理论学说，它是由教育心

理学之父——桑代克首次提出的。桑代克在进行学习理论研究的时

候，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饿猫实验（迷笼实验）。

实验的装置看上去像是一个笼子，但又不是普通的笼子，上面设

置了一定的机关，所以叫迷笼。笼子上有一个门，门插上面连着滑轮，

滑轮的另一端连着笼子里面的踏板。如果踏板被按动，那么连结踏板

的绳子就会被向下拉，通过滑轮使得门插向上提，笼子的门就会被打

开，这就是迷笼的机关所在。

实验的对象是一只猫，而且是一只饥饿的猫。试想，把一只饥饿

的猫关在笼子里，在笼子外面放一条鱼，这只猫会有怎样的反应？相

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很饿的时候到食堂去吃饭，会觉得“饭

真香”，但当我们吃饱以后进入食堂，这个香味已经不能吸引我们了。

因此，当一只饥饿的猫看到笼外的鱼时，它会有强烈的需求冲出笼子，

吃掉这条鱼。当受到笼外鱼的诱惑想出来的时候，猫在笼子里会有很

多身体反应，比如上窜下跳，抓抓左边、挠挠右边，在笼子里打圈等，

这些身体反应为猫踩上踏板提供了可能。当这只猫刚好踩到踏板，机

关启动，门被打开，它就可以冲出笼子吃到鱼。

在这个过程中，实验者要记录一个数据，即猫从放到笼子到逃出

笼子所用的时间。现在，猫已经冲出笼子吃到了鱼，但是不能让猫把



鱼全部吃光（否则它吃饱以后可能就睡了）。因此在猫尝到一点甜头

之后，实验者要重新把它放回笼子，这样猫就会更急迫的想吃鱼，不

停在笼内打转，又一次偶然的机会，它踩到了踏板，再次逃出笼子吃

到了鱼，实验者随即记录下时间，并把猫重新放回笼子，反复数次。

几次记录下来的时间比对之后，我们发现，随着被关进笼子次数

的增加，放进笼子之后，该猫逐渐停止了其他动作，而是径直走到踏

板前并且按动踏板，然后逃出笼子。慢慢的它似乎学会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如何开关这个笼子的门，如何逃出笼子。

桑代克认为，猫是在尝试错误的过程中学会了这个动作。猫在刚

进入笼子的时候会有许多多余动作，但渐渐的它发现上蹿下跳、左挠

右挠都没有用，只有用自己的爪子按动踏板才是有效动作。猫逐渐去

除了无效动作而保留了有效动作，从而学会了按动踏板和开门。因此

桑代克认为学习的实质在于形成刺激——反应之间的联结。猫学习到

在迷笼的情境中应该做出怎样的动作反应，并且把该情境和相应的动

作挂钩，形成联结，该联结正是通过“尝试错误”的过程学会的。

桑代克认为尝试学习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这点从时间变化上可以

看出来，刚开始用时较长，然后逐渐缩短，到最后放进笼子直接就出

来。桑代克由此认为尝试错误的学习过程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他总

结出三条学习律，即准备律、练习律和效果律。

“准备律”指学习者在学习开始时的预备定势。以迷笼实验为例，

放进笼子里的一定是只饥饿的猫，也就意味着它有强烈的需求要逃出

来吃鱼，这种定势是它学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准备状态，而如果是一



只吃饱的猫，可能根本就没有逃出笼子的要求，也就没有学习的需求。

同理，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需求，可能就不会选择学习这样一门理论

性很强的、内容比较枯燥的课程，我们的时间也许会用来看电视、逛

街等，这种预备定势其实就是你学习的一种需求状态。你可以把马拉

到河边，但是不能强迫它喝水，因为这取决于它是否有喝水的需要。

同样，如果一个人没有对知识的渴求，整个的学习过程也就不会发生。

“练习律”指一个学会了的反应的重复，将增加刺激——反应之

间的联结。在迷笼实验中，猫通过一系列的错误动作，偶尔踩到了踏

板之后逃出迷笼，再被送回去，这种不断重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反复

的练习。我们无论是学唱歌、跳舞还是各种知识，都是在反复练习的

过程中重复这样一种反应，来巩固所学的知识技能，不断增加反应和

刺激之间的联结。练习律有着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中小学，很多老

师都会给孩子们布置大量的作业题，其中有许多题目其实是对同一知

识点的反复，目的是让学生对该知识点不断的练习，即不断增强刺激

和反应之间的联结，使学生一看到这样的题目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做。

“效果律”指如果行为得到奖励，行为的反应就会被增强，将导

致该行为在今后更有可能出现。当迷笼中的猫按到踏板并逃出笼子，

它获得的奖励是可以吃到鱼，在刚尝到甜头立刻就被放回笼子之后，

它想要吃到鱼的愿望更加强烈，此时它的反应其实是被增强了，逃出

笼子这样一个结果得到强化，因此它更愿意付出努力逃出笼子，学会

如何开门。反过来，如果这只猫费力的逃出笼子，得到的是一只通了

电的假鱼，当它咬上去的时候立刻受到电击，几次都是如此，那么它



逃出笼子的愿望是否还会这样强烈？它是否还会付出这么多的努力

来吃到这条鱼呢？所以，如果它的行为的得到的是一种奖励，是它渴

求的东西，这种行为就会受到强化，今后出现该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增

强。同样，如果一个孩子在教育的过程中，他的某一个行为得到了表

扬（“东东今天坐的真好”、“东东把小椅子摆放的非常整齐”），孩子

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奖励，他在今后的教育活动中表现出这种行为，

希望继续获得奖励的可能性就会增强。如果孩子的某一行为得到的是

批评，他以后可能就不再会表现出这种行为。效果律对于我们今天的

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二节 巴普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学说

巴普洛夫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他的经典条件反射学说，他还因此

获得了诺贝尔奖。巴普洛夫其实并非心理学家，而是一名生理学家，

是一名技术精湛的外科医生，这使得他在研究过程中有了重大突破。

他的实验装置是一个架子，上面拴着一条狗。巴普洛夫给狗做了

手术，他在狗的脖子上切开一个小口，将一根管子通过小口接到狗分

泌唾液的腺体上，这样狗的唾液就不会被吸收并送到胃里，而是通过

管子被收集到狗体外的一个小瓶子中。这样做的目的是，研究者可以

非常直观的看到狗在什么情况下分泌了多少唾液，而且方便测量，这

也使得巴普洛夫的实验有了可操作的余地。

在实验中，巴普洛夫首先利用了狗的一个无条件反射。比如给狗

呈现一大块肉或是骨头，不需要其他任何附加的条件，狗自然就会分

泌唾液，这是一种先天的本能反应。巴普洛夫在此过程中加入了自己



的实验设计，每次在给狗喂肉或骨头之前，先打铃，等狗听到铃声以

后再端上食物，如此反复，长期给予刺激，也就是把铃声和食物进行

配对。反复刺激之后，狗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变化：原本是在看到肉以

后才会分泌唾液，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刺激之后，只要听到铃声，不等

看到肉，狗就已经开始分泌唾液了。也就是说，狗已经清楚地知道，

在铃声响起之后，就会吃到肉，因此早在看到肉之前，它就已经启动

了吃的欲望并开始分泌唾液。这样的一个过程，巴普洛夫称之为经典

条件反射。相比之前的无条件反射，这种反射是有条件的。原来的铃

声，并不能引起狗的反应，但是经过这样的配对和训练之后，铃声已

经可以作为引起反射的一种条件，前提是铃声和肉已经进行了匹配。

我们对刺激做出的自动的生理反应叫做无条件反应。在巴普洛夫

的实验中，狗见到肉会分泌唾液，这是狗自身的生理反应，也叫无条

件反应。铃声对于狗来说并没有刺激作用，我们称之为中性刺激。当

中性刺激能引起被试的生理反应的时候，这个中性刺激就转化为条件

刺激。这种转换实现的关键是，这个中性刺激和无条件刺激进行了配

对，反复数次以后，二者之间逐渐建立了一种联系，使得原来的中性

刺激转变成了条件刺激，这种由条件刺激引发的反应就叫条件反射。

第三节 操作性条件作用理论

一、 华生的行为主义观点

华生对行为主义的创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心理学的发展

状况堪忧，因为心理学的研究很多都看不见、摸不着，比如人的情感、

思想等，如何把它放到科学框架下对于心理学是一个巨大挑战。华生



在看到巴甫洛夫的研究之后，顿时眼前一亮。他想：“既然能够把唾

液的分泌外显出来进行量化，为什么不能把心理的一些现象也外显出

来进行研究呢？人的心理最终会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因此他把目光聚

焦在行为的研究上，并于 1913 年首先打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旗帜。

华生认为学习就是以一种刺激代替另一种刺激建立条件反射的

过程，也就是以中性刺激代替无条件刺激，形成条件刺激并最终建立

条件反射。华生用条件反射的观点来解释学习，在研究过程中用行为

替代心理，研究涉及思维、习惯、情绪、人格等领域。

华生有一个著名的恐惧实验。实验的对象是实验室清洁工的孩子

阿尔波特，他把小阿尔波特带到实验室，助手从笼子里放出一只毛茸

茸的小白兔，小阿尔波特很喜欢。当小白兔靠近小阿尔波特的时候，

他很想伸出手来摸一摸，但就在他的手快要摸到小白兔的时候，华生

的助手拿着一个铜锣，在阿尔波特的背后用力的敲出一声巨响。阿尔

波特吓了一跳，伸出去的小手停在了半空。第一次他非常惊慌，当他

定下神，想要继续抚摸小白兔的时候，助手再次敲响了锣，这一次阿

尔波特被吓得哭了出来。反复数次之后，阿尔波特认为巨大的响声是

他伸手摸小白兔导致的。于是他觉得小白兔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不

能伸手摸。这种恐惧泛逐渐化到一切白色的毛茸茸的东西，比如白色

毛领，甚至白胡子的圣诞老人。

这个实验揭示了人的恐惧情绪其实是可以后天习得的，但是它对

阿尔波特的伤害却无法估量，尽管华生在之后声称可以通过一系列实

验来消除恐惧反应，但无奈阿尔波特的家人已经迁往别处，致使实验



无法进行。华生也因此受到众多指责，批评他违背了研究过程中的伦

理道德原则。虽然华生在行为主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他的学术

生涯却是昙花一现。不久之后，华生就因为生活中的一些问题退出了

行为主义的舞台。

二、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学说

在华生退出行为主义的研究之后，另一个人物成长发展起来，

他就是斯金纳。斯金纳认为，经典条件反射作用只能解释人类学习的

一小部分，人类如果只是被动学习，那么我们获得的东西必将十分有

限。斯金纳认为还有一种学习是人主动发出的，他称之为操作性条件

反射，就是对人与环境在交互作用中发生的行为进行奖励或惩罚，从

而使学习发生。

斯金纳在桑代克的迷笼基础上发明了一个实验装置，被称“斯金

纳箱”，实验的对象是小鼠。在箱里有一个伸出的杠杆，和箱外一个

装食物的盒子连在一起。只要箱中的小鼠按压杠杆，就能得到一粒食

物，小鼠很快就学会了饿的时候去压杠杆。实验中，小鼠是否按动杠

杆完全是由它自己决定的，是一种主动性的行为。而巴普洛夫的实验

中，狗分泌唾液的行为却不能自己掌控，需要被动的依存于外界安排。

由此，斯金纳把学习者的行为分为两类：应答性行为和操作性行

为。应答性行为是由已知的刺激引起的，是被动的反应；操作性行为

是由有机体自身发出的，是主动的行为。相应地，斯金纳把条件反射

也分作两类：一是应答性条件反射（与经典性条件反射相对应，又称

刺激性条件反射），强调刺激；二是反应型条件反射（又称操作性条



件反射），强调反应。

那么，如何形成操作性条件反射呢？斯金纳认为，在这个学习过

程中，强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强化分为积极强化和消极强化。积

极强化（positive reinforcement）通过增加积极强化物增强反应概

率。比如家长对孩子说：“你今天要是表现好，我就带你去游乐场。”

孩子因为做了好的动作，家长给他去游乐场这样一种积极的强化物，

那么下次孩子就会倾向于好的表现，因为她希望得到去游乐场的机

会。与之对应的是消极强化（negative reinforcement）通过中止消

极强化物来增强反应概率。家长对孩子说“你要是好好写作业，就可

以不用洗碗了。”就是一种消极强化，同样可以增加孩子写好作业的

概率。

这里要特别注意区分消极强化和惩罚。惩罚是为了减少反应概

率，如果家长对孩子说“你要是这样做我就打你。”那么孩子以后这

样做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打就是一种惩罚。消极强化的形成不是由于

给予刺激，而是由于去掉刺激，但它的结果仍是增加了反应概率。

强化在教育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在幼儿园，小朋友如果

表现的好，往往会得到一朵小红花，这实质上是一种代币强化。代币

强化是 20 世纪 60 年代根据斯金纳的强化原理、在心理治疗基础上

发展出来的一种方法，适合干预、矫正幼儿的消极学习行为。老师会

说，“表现好的小朋友每天可以得到一朵小红花，每周得到五朵小红

花的孩子就可以拿小红花兑换一个小奖品。”这种方式有点类似于市

场上用货币来交换商品的行为。代币奖励的优点是：可使奖励的数量



与幼儿积极行为的数量和质量对应起来。幼儿为了得到奖励，就需要

努力提高小红花的数量，从而积极行为的数量也会不断增加，长此以

往，好的行为就会慢慢作为一种习惯固定下来。习惯成自然，幼儿的

良好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培养和塑造。

除此之外，糖果、玩具等物质奖励，以及口头表扬等精神奖励也

是我们常用的强化方式。但是正确使用这些强化方式至关重要，因为

不当的强化会使得其他强化失去作用。就好像我们在生病时往往会遵

循这样的原则：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挂吊瓶，能挂吊瓶就不

去做手术。其实在幼儿行为矫正的过程中，也应遵循这个原则，能用

先用什么，就不要使用分量更重的强化。如果表扬或自我强化能奏效，

就不要使用代币；如果代币能奏效，就不要使用小玩具；如果小玩具

能奏效，就不要使用食品。

有位妈妈发现孩子很喜欢看书，于是决定以后每次孩子看书时都

奖励他一大块巧克力。结果，孩子渐渐习惯了这种方式，养成了“如

果不奖励我巧克力，我就不去看书“的坏习惯。母亲的做法本意是想

强化孩子读书的行为，采用食品奖励的方法之后，反而削弱了孩子原

来对书的兴趣，使孩子把目光转向外在的奖励。因此，我们应当谨慎

使用强化。孩子能从读书的过程中得到乐趣，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奖

励，所以食品这样的强化物最好不要一开始就使用。当然，无论是精

神奖励或者物质奖励，强化物必须是孩子喜欢的东西，这样才会凑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