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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是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斯金纳是当代新行为主义心理

学派的著名代表。他通过实验，发现动物的行为可以运用逐

步强化的方法，形成操作性条件反射。他把这种操作性条件

反射的理论引入人的学习行为，用于学生的学习过程，认为

学习过程是作用于学习者的刺激和学习者对它作出的反应之

间的联结的形成过程。其基本图式是：刺激──反应──强

化。一种复杂的行为，可用逐步接近、积累的办法，用简单

的行为联结而成。程序教学把学习内容分成一个个小的问题

，系统排列起来，通过编好程序的教材或特制的教学机器，

逐步地提出问题（刺激），学生选择答案，回答问题（反应

），回答问题后立即就知道学习结果，确认自己回答的正确

或错误。如果解答正确，得到鼓舞（强化）就进入下一程序

学习。如果不正确，就采取补充程序，再学习同一内容，直

到掌握为止。其基本操作程序是：解释问题（提问）解答确

认程序教学的主要原则如下。1．小步子原则把学习内容按内

在联系分成许多具体问题，目的是使学生学习不费力，少犯

错误，能连续正确地解答问题。2．积极反应原则学生对所提

问题作出积极的外显反应，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3．及时确

认原则学生对每个问题作出反应后，立即提供关于结果的知

识，使他们确认自己反应的正误，提高学习信心，增强学习

效果。4．自定步调原则学生用适合自己的速度进行学习。这

种教学模式让学生独立地学习，能适应个别差异，由于采用



小步子的方法，复杂的课题可以化难为易。它的缺陷在于，

只管学生学习的结果，不能判断学生理解的深浅和是否进行

创造性思维；不适用于技能训练和艺术学科；缺少师生间、

同学间的人际交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