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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建立行为主义心理学以后，这个学派一直在心理学，包括

儿童心理学研究中保持着强大的势力，它的强调SR的简明而

又富于实用主义的观点，它的强调环境作用和实验方法的机

械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外貌，都对西方的心理学界有很大的吸

引力。但是，第一，这个学派只能很好地研究一些较低级的

心理过程的发展，如感知觉、动作、情绪等等，而把思维、

语言、智力、动机等等统统排斥于研究课题之外。第二，这

个学派的SR公式虽然简单明了，但却非常粗糙、贫乏，缺乏

一种系统的、深刻的理论。由于这种原因，各种以“新”行

为主义作为旗号的学派先后出现。这些新学派的一个重要特

点，就是承认SR之间有一个机体的内部过程作为中介，而不

是S对于R的简单的、直线的决定作用。关于这些新行为主义

派别的评述不是本书的任务。在这里只想指出对儿童心理学

研究有较多影响的一个学派，即以斯金纳(B. F．Skinner)为首

的这一派别。在属于这一派别的比乔(S. W．Bijou)和贝尔(D

．M．Bear)等人关于儿童发展的研究工作中，他们标榜自己

的观点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观点，他们声言只研究那些可以观

察的行为，而不研究他们认为不能观察的东西(如动机、冲动

、欲望等等)。他们根据SOR公式，主张研究操作性

的(operant)行为，即根据对儿童过去历史和现在情况的了解

给以刺激，以引起所要引起的可以控制的行为。为了控制儿

童行为的发展，在进行研究工作时要考虑四种条件的变化



：(1)第一基线水平，即儿童在实验操作以前的状态，例如小

学一年级新生上课时的不安定、下位子等表现；(2)第一实验

期间，即给予一定刺激(如指示儿童坐好并加以强化)，观察

儿童行为的变化(与安静坐下的关系)；(3)第二基线水平，即

取消第一实验期间所给的刺激，以检查第一实验条件的作用(

如不加指示和强化以观察对儿童安静坐好行为的关系)；(4)第

二实验期间，即把第一实验期间给予的刺激再度给予儿童，

从而确定第一实验期间所给予的刺激的作用。根据以上的实

验处理可以画出儿童行为变化的曲线，找出行为变化的规律

。他们就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儿童心理各个方面(感知、运动

、语言、学习、情感等)的发展。新行为主义儿童心理学根据

斯金纳的思想，特别强调操作性或工具性(instrumental)条件反

射和积极的有步骤的强化。所谓工具性条件反射和巴甫洛夫

古典的条件反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条件反射(如动物学习开

门跑出去的行为)是它在学习中逐步发现的，无条件刺激(如

食物)对条件反射起着积极的奖惩作用，即强化作用，使条件

反应不断在改进。而巴甫洛夫实验中的唾液反应(条件反射)

则和学习关系不大。而且，新行为主义主张为了形成和控制

一种行为(如儿童学习词汇)，还必须有大量的、及时的强化

。斯金纳的程序教学或机器教学就是根据这个观点提出的。

随着计算机辅助教学中软件程序编制的需要，髓着儿童早期

发展和早期教育的要求，新行为主义的这些观点和技术是有

一定积极作用的。但他们把人和动物等同起来，忽视人的主

观能动性的机械观点则应当坚决加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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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