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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99_E8_82_B2_E5_c38_59774.htm 人本主义心理学是20世

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兴起于美国的一种心理学理论。60年代

和70年代有迅速的发展，被称为心理学的第三势力。人本主

义心理学是由许多持有相近似观点的心理学家和学派联合发

起的一种学术思想运动，其主要发起者是马斯洛

（A.H.Maslow，19081970）。近年来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是

罗杰斯（C.R.Rogers，19021987）。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的主

题是人的本性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他们强调人的价值和

尊严，既反对精神分析学派的性本能倾向，又反对行为主义

的机械化倾向。他们主张心理学要研究对个人和社会富有进

步意义的问题。当前，人本主义学习观的代表人物是罗杰斯

，他是心理咨询家和教育改革家。从30年代起，他从事儿童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40年代初他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

，公开提出“患者中心疗法”。在个性理论方面，30年代初

，他就提出人格及其变化的理论，即“自我理论”。从60年

代以来，他把他的理论推广到教育和教学领域，出版了《学

习的自由》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学习和教学观点。罗杰

斯的学习观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学习是有意义

的心理过程在对学习过程本质的看法上，罗杰斯的观点是与

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根本对立的。罗杰斯认为学习不是机械

的刺激和反应联结的总和，个人学习的主要因素是心理过程

，是个人对知觉的解释。罗杰斯曾举例说明，具有不同经验

的两个人在知觉同一事物时，其反应是不一致的。罗杰斯认



为两个人因对知觉的解释不同，所以他们所认识的世界以及

对这个世界的反应也不同。因此，要了解一个人，要考察一

种学习过程，只了解外界情境或外界刺激是不够的，更重要

的是要了解学习者对外界情境或刺激的解释或看法。罗杰斯

的学习理论属于现象学派的思想范畴，虽然他注意到认识的

主观能动性，但他对知觉的解释完全不同于辩证唯物论的能

动反映论对知觉的解释。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人对客

观世界的认识是以客观世界在人头脑中的主观映象为基础的

认识，而并非由自己的主观世界来决定客观世界。罗杰斯对

知觉的解释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倾向，这是需要澄清的

。（二）学习是学习者内在潜能的发挥在对学习的起因和学

习动机的看法上，罗杰斯认为，人类具有学习的自然倾向或

学习的内在潜能。人类的学习是一种自发的、有目的、有选

择的学习过程。教学的任务就是创设一种有利于学生学习潜

能发挥的情境，使学生的学习潜能得以充分地发挥。人本主

义的学习观把学生看作是一个有目的、能够选择和塑造自己

行为并从中得到满足的人。因此，在教学中，罗杰斯强调以

学生为中心。教师的任务主要是帮助学生增强对变化的环境

和对自我的理解，而不应该像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所主张的那

样，用安排好的各种强化去控制或塑造学生的行为。罗杰斯

还认为学习过程对于学习者来说应该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在

教学中不应把惩罚、强迫和种种要求或约束作为促进学生学

习的方法。罗杰斯认为，人的学习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这

种观点是可以接受的。但罗杰斯认为这种主动性和自觉性来

源于人的本能或所谓内在的潜能，这种本能主义的观点我们

不能苟同。我们认为，人类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主要在于



外界社会环境和教育的影响，离开了人类社会和人类的实践

活动就谈不上主动性和自觉性。另外，在罗杰斯的观点中特

别强调人的自然发展，而否定环境和教育的重要决定作用。

这种否定环境作用的本能决定论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教学中

，我们固然要尊重和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并合

理地运用奖励和惩罚，但完全放弃对学生学习的约束和要求

，而任其自然发展是不符合社会对教育的要求的。（三）学

习应该是对学习者有用的、有价值的经验的学习在学习的内

容上，罗杰斯强调学生学习的内容应该是学习者认为是有价

值、有意义的知识或经验。罗杰斯认为，只有当学生正确地

了解到所学内容的用处时，学习才成为最好的、最有效的学

习。一般说来，学生感兴趣并认为是有用处、有价值的经验

或技能比较容易学习和保持；而那些学习者认为是价值很小

或效用不大的经验或技能往往学习起来很困难，也容易遗忘

。如果某些学习内容需要学习者改变自己的兴趣或自我结构

，那么这些学习就可能受到学生的抵制。罗杰斯这一学习观

点提示教师要尊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爱好，尊重学生自我实

现的需要。在课程内容的安排和设置上要给学生以充分的自

由，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以及自我理想来选择有

关学习内容，而不应该把一些学生不喜欢的东西强行地灌输

给学生。罗杰斯的这种尊重学生学习自由的观点是可取的，

但是，这种自由应该是相对的，而不应该像罗杰斯所认为的

那样──给予学习的绝对自由。学生学习的自由应该建立在

完成必要的和必修的学习任务基础上。有些将来有用的知识

内容，尽管当前看来没有实用价值或不感兴趣，但为了将来

的需要，仍然应该认真地学习。学习是一项艰苦的劳动，不



付出一定的劳动代价是不会有良好收获的。学习的绝对自由

必然使学生产生避重就轻、抛繁就简的不认真的学习态度，

更谈不上系统地掌握知识和培养良好的个性品质。（四）最

有用的学习是学会如何进行学习罗杰斯特别强调学习方法的

学习和掌握，强调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知识和经验。罗杰斯在

《学习的自由》一书中明确指出：“只有学会如何学习和学

会如何适应变化的人，只有意识到没有任何可靠的知识，唯

有寻求知识的过程才是可靠的人，才是有教养的人。现代世

界中，变化是唯一可以作为确立教育目标的依据，这种变化

取决于过程而不取决于静止的知识。”罗杰斯认为，很多有

意义的知识或经验不是从现成的知识中学到的，而是在做的

过程中获得的。学生通过实际参加学习活动，进行自我发现

、自我评价和自我创造，从而获得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经验

。这是最宝贵的知识。罗杰斯还强调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不

仅仅是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获得如何进行学习的方法或经

验。这些方法和经验可以运用到以后的学习中去。所以，最

有用的学习是学会学习，它导致对各种经验的不断感受以及

对变化的耐受性。罗杰斯的上述思想被称为“学习是形成”

的观点。所谓学习是“形成”，就是在“做”中学，在学习

过程中学会如何进行学习。罗杰斯的这种在“做”中学和在

学习过程中学习如何学习的观点是可取的。我们提倡在实践

活动中学习，但并不否定书本知识的作用和价值。我们提倡

总结学习经验和学习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来说，还

是以掌握文化知识的学习为主要目标。人本主义心理学从哲

学思想上来看，主要思想倾向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它脱离了

社会和社会关系来强调所谓人的本性，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



对人本性的看法。人本主义的学习观过分强调人的学习本能

，忽视环境和教育的作用，强调学习的绝对自由等等，这些

观点都是错误的。对待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应该批判地吸收

，既要看到和强调它积极、合理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消极的

和片面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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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