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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学习都是通过条件作用，在刺激s和反应R之间建立直

接联结的过程。强化在刺激一反应联结的建立中起着重要作

用。在刺激一反应联结之中，个体学到的是习惯，而习惯是

反复练习与强化的结果。习惯一旦形成，只要原来的或类似

的刺激情境出现，习得的习惯性反应就会自动出现。 一、桑

代克的尝试一错误说 (一)桑代克的经典实验理论 桑代克是现

代教育心理学的奠基人。他依据学习实验所得材料，创立了

学习的联结一试误说。其依据是动物在迷箱中的学习行为。

其主要理论要点有以下三点： 1．学习的实质在于形成一定

的联结 桑代克认为，学习即试误，是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结

。所谓联结就是某情境仅能唤起某些反应，而不能唤起其他

反应的倾向。学习的作用在于将与生俱来的原本联结或永久

保存、或消除、或改变。 2．一定的联结需要通过试误建立

桑代克认为，一定的联结是通过尝试与错误，按一定规律养

成的。 3．动物的学习是盲目的，而人的学习是有意识的桑

代克认为动物的学习和人的学习不同，动物的学习全属盲目

，无需以观念为媒介。 (二)尝试一错误学习的基本规律 1．效

果律 在试误学习的过程中，如果其他条件相等，在学习者对

刺激情境做出特定的反应之后能够获得满意的结果时，其联

结就会增强；而得到烦恼的结果时，其联结就会削弱。 2．

练习律 在试误学习的过程中，任何刺激与反应的联结，一经

练习运用，其联结的力量会逐渐增大。而如果不运用，联结



的力量会逐渐减少。 3．准备律 在试误学习的过程中，当刺

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事前有一种准备状态时，实现则感到

满意，否则感到烦恼；反之，当此联结不准备实现时。实现

则感到烦恼。 (三)评价试误说 桑代克的联结一试误说是教育

心理学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学习理论，它对于教育心理学

从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中分出而成为一门独立

学科具有促进意义的，有利于确定学习在教育心理学理论体

系中的核心地位。但其本身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他以本能

作为学习的基础，没有科学地揭示学习的实质；以试误概括

所有的学习过程，而忽视了认知、观念或理解在学习过程中

的作用。 (四)桑代克的试误说对教育的意义 中小学生的学习

特别强调“做中学”，即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学习有关的概

念、原理、技能和策略。①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该允许学

生犯错误，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进行学习，这样获得的知识

学生才会是终生不忘的。②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教师应努

力使学生的学习能得到自我满意的积极结果，防止一无所获

或得到消极后果。③应注意在学习过程中加强合理的练习，

并注意在学习结束后不时地进行练习。④任何学习都应该在

学生有准备的状态下进行，而不能经常搞“突然袭击”。 二

、巴甫洛夫的经典性条件作用论 巴甫洛夫是俄国著名的生理

学家和心理学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他的同事研究了

狗的消化过程，提出著名的经典性条件作用论。在经典条件

作用中，一个起初不能引起反应的中性刺激(如铃声)与一个

无条件刺激(如肉粉)配对出现，进而能够诱发反应(如分泌唾

液)。 (一)经典性条件反射的基本规律 1．获得与消退 条件作

用是通过条件刺激反复与无条件刺激相匹配，从而使个体学



会对条件刺激作出条件反应的过程而建立起来的。在条件作

用的获得过程中，条件刺激与无条件刺激之间的时间间隔十

分重要。一方面，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必须同时或近于同

时呈现，间隔太久则难以建立联系；另一方面，条件刺激作

为无条件刺激出现的信号，必须先于无条件刺激而呈现，否

则也将难以建立联系。 如果条件刺激重复出现多次而没有无

条件刺激相伴随，则条件反应会变得越来越弱，并最终消失

。 2．刺激泛化与分化 刺激泛化指人和动物一旦学会对某一

特定的条件刺激作出反应以后，其他与该条件刺激相类似的

刺激也能诱发其条件反应。刺激分化，指的是通过选择性强

化和消退使有机体学会对条件刺激和与条件刺激相类似的刺

激做出不同的反应。刺激泛化和刺激分化是互补的过程，泛

化是对事物的相似性的反应，分化则是对事物的差异的反应

。泛化能使我们的学习从一种情境迁移到另一种情境，而分

化则能使我们对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恰当反应，从而避免

盲目行动。 (二)评价经典性条件作用论 经典条件作用能较有

效地解释有机体是如何学会在两个刺激之间进行联系，从而

使一个刺激取代另一个刺激并与条件反应建立起联结的。但

经典条件作用无法解释有机体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主动做出

某种随意反应的学习现象。 (一)信息流 首先，学生从环境中

接受刺激，刺激推动感受器，并转变为神经信息。这个信息

进入感觉登记。其次，被视觉登记的信息很快进入短时记忆

，信息在这里可以持续二三十秒钟。当信息从短时记忆进入

长时记忆时要经过编码过程。所谓编码，即用各种方式把信

息组织起来。长时记忆是个永久性的信息贮存库。最后，当

需要使用信息时，需经过检索提取信息。 (二)控制结构 期望



事项是指学生期望达到的目标，即学习的动机。执行控制即

加涅所讲的认知策略，执行控制过程决定哪些信息从感觉登

记进入短时记忆，如何进行编码、采用何种提取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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