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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理论学习的联结理论是20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所首

创，后经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赫尔、斯金纳等人的进一

步发展，形成了用刺激与反应的联结来解释学习过程的完整

的联结理论。桑代克于19世纪末就开始进行了大量的动物学

习的实验研究，其中最著名的实验是饿猫学习如何逃出迷笼

获得食物的实验（1898）。图4.1是桑代克的实验迷笼装置之

一。图4.1 桑代克迷笼实验装置之一桑代克将饥饿的猫禁闭于

迷笼之内，饿猫可以用抓绳或按钮等三种不同的动作逃出笼

外获得食物。饥饿的猫第一次被关进迷笼时，开始盲目地乱

撞乱叫，东抓西咬，经过一段时间后，它可能做对了打开迷

笼门的动作，逃出笼外。桑代克重新将猫再关入笼内，并记

录每次从实验开始到猫做出打开笼门的正确动作所用的时间

。经过上述多次重复实验，桑代克得出猫的学习曲线。图4.2

是桑代克实验中两只猫的学习曲线。该曲线表明猫逃脱迷笼

潜伏期与实验次数的关系。桑代克认为猫是在进行“尝试错

误”的学习，经过多次的尝试错误，饿猫学会了打开笼门的

动作。因此，有人将桑代克的这种观点称为学习的“尝试错

误说”，或简称为“试误说”。图4.2 桑代克实验中两只猫的

摆脱潜伏期20世纪20年代，桑代克又进行了大量的人类学习

实验。桑代克依据其动物和人类学习的实验材料，创立了学

习的联结说。认为学习就是在情境与反应之间形成了一定的

联结。桑代克的学习联结说有如下几个基本点。第一，在桑



代克的学习观点中保留着17、18世纪英国联想主义哲学思想

中有关观念联想的某些成分，同时又受到当时美国机能主义

心理学思想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情境”“反应”的

解释上。桑代克所用的“情境”一词，虽然有时也称为“刺

激”，但其含义同后来行为主义所用的“刺激”一词的含义

不完全相同。桑代克认为，所谓情境，既包括大脑的外部环

境刺激，同时也包括“脑内状态”，即思想、感情等。同样

，反应的含义不仅指机体的外显活动变化，还包括观念、意

象等“内部反应”。第二，对联结机制的解释，桑代克完全

站在本能主义的立场上。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许多联结的

“原本趋向”，即在精子与卵子结合成人时，在人的头脑中

各神经元就形成了许多“原本的联结”。这是“人的本性”

，它决定了后天联结的趋向。因此，桑代克认为，所谓学习

，就是在一定情境的影响下，唤起“原本联结”中的一种联

结倾向，并使之加强；而不唤起其他联结倾向，或使其他联

结倾向减弱。这样，桑代克的学习联结说就完全抹杀了人在

学习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而把学习看成是本能的、被动的，

或是完全受情境决定的过程。第三，桑代克认为，情境与反

应之间的联结是通过尝试错误，按一定的规律形成或建立起

来的，学习的过程完全是盲目的或尝试错误的，这就更进一

步地抹杀了学习的自觉性和目的性。桑代克提出形成情境与

反应相联结的三大定律，即所谓的准备律、练习律和效果律

。其中，练习律和效果律是“学习的主律”。准备律的含义

是，当某一情境与某一反应准备联结时，给予联结就引起学

习者的满意；反之，当某情境与某反应不准备联结时，要求

联结就引起烦恼。早期的练习律注意到联结的频因效果，认



为已经形成的某情境与某反应的联结，经常使用会使联结的

力量加强；经常不用，则联结的力量减弱。到20世纪30年代

初，桑代克修改他提出的学习定律，首先放弃了频率因素，

认为单纯的反复练习并不能增强其联结，而只有将练习律与

效果律相配合才能发挥作用。早期的效果律注意到奖励和惩

罚的作用，认为某情境与某反应联结伴随着奖赏时，联结力

量增强；如果伴随惩罚时，联结力量就削弱。后来桑代克认

为奖赏的效果比惩罚的效果更好，而特别强调奖赏的作用。

桑代克首先注意到奖赏的强化学习作用，为后来强化理论的

深入研究开辟了途径。如何看待和评价桑代克的学习理论呢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桑代克是西方第一位从事动物学习

实验研究的心理学家，他的学习理论以实验研究为基础，系

统地阐述了学习过程，并提出一系列学习定律，成为西方最

早的、最系统的学习理论。这对后来学习联结理论的进一步

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学术上的历史功绩是应当给予充

分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桑代克的学习理论存在

着许多缺点和观点上的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突出地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哲学思想的局限，桑代克忽视了

学习的认知特性。他一味强调情境与反应的联结，把复杂的

学习过程简单化和机械化。人类的学习，主要是一种复杂的

认知过程。桑代克的学习联结说充其量只能解释简单的机械

的学习，而无法解释人类复杂的认知学习，人类的学习却恰

恰是以认知过程为主。这就使桑代克的学习理论显得苍白无

力。第二，由于桑代克接受了本能主义的思想观点，在他的

学习理论中忽视了学习的目的性和能动性，而把学习过程看

成是盲目的、被动的过程。这就抹杀了人类学习的最突出的



特征，即人类学习的主观能动作用。第三，桑代克坚持了弗

洛伦斯（P.Flouress，17941867）关于从动物实验中得出的结

论同样可以应用于人类的观点，把人类的学习同动物的学习

完全等同起来。我们不否认动物的学习与人类的学习存在着

一定的内在联系，对动物学习的某些研究结果亦可作为研究

人类学习的参考资料。但是，人类学习与动物的学习无论如

何都存在着一些本质上的区别。人类的学习要比动物的学习

复杂得多，用解释动物简单学习的观点来解释人类复杂的学

习，必然是不充分的或片面的。虽然，桑代克的学习理论存

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它至今仍然对学校教学实践有一定

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桑代克发现的尝试错误现

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也是人类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或

途径。自然，人类的尝试错误决非盲目的，通常是有目的的

，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应要求学生尽量运用学过的知识或

经验去解决问题，而不要让学生盲目地对待疑难问题。桑代

克的练习律，即机械识记在学习中并不是毫无功效的。我们

不能完全否定机械识记和过度学习在知识学习中的一定作用

，尤其是一些外文单词的识记和历史年代及一些数理常数的

记忆，仍然需要多次重复的运用和反复的识记才能保持得更

好。在教学中，我们要合理地、科学地运用奖励和惩罚。当

然，正如桑代克所认识到的，奖励的作用要优于惩罚的作用

。但是，在一定条件下适当地运用惩罚也会收到其他办法起

不到的效果。二、学习的条件反射学说1902年，巴甫洛夫在

狗的消化腺分泌反应的实验中发现了条件反射现象。条件反

射的实验表明，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多次重复呈现给动物

（狗）之后，在单独呈现条件刺激的情况下，动物也能对其



做出分泌唾液的反应。巴甫洛夫认为这是一种条件反射现象

。条件反射的形成说明动物学会了对信号刺激做出条件反应

。巴甫洛夫在实验的基础上创立了条件反射学说，认为条件

反射的形成是在中枢神经系统内形成了“暂时性神经联系”

。条件反射的实验研究和条件反射学说的创立，引起了心理

学界的普遍重视。苏联的心理学家们并不是把条件反射看成

是一种学习现象，而是把条件反射的学说作为解释心理机制

的理论来加以研究和应用，并试图用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学

说来解释人的一切心理现象。美国的心理学家们普遍认为，

条件反射现象是一种普遍的学习现象。大半个世纪以来，条

件反射学说几乎被应用到心理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它在心理

学研究领域中的伟大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条件反射确实

是一种简单的学习形式，在动物和婴儿的学习中表现得尤为

突出。许多驯兽员通过条件反射的建立，让动物学会对信号

做出一定的反应。幼儿教师和家长们也是在婴儿无条件反射

基础上，通过建立条件反射，而让其学会对语言和信号刺激

做出反应。条件反射的泛化、分化和消退现象等也都可以在

教学中加以运用。例如，在相似知识内容的教学中，为了避

免学生发生泛化现象，采用“比较法”教学，使之及时在学

生的学习中产生分化，从而清晰地掌握不同知识内容的主要

关键特征。我们还可以利用条件反射消退的原理纠正或改变

学生在知识或技能学习发生的错误和不良习惯。我们固然可

以在教学中合理地运用条件反射学说的一些原理和原则，但

我们要特别避免用条件反射来解释任何复杂的学习过程，如

概念学习、原理学习和问题解决等。因为，人类的许多复杂

学习，主要以认识过程为中介，不是用条件反射学说所能完



全解释得了的。简单认识过程的学习，如语言文字、符号替

代和信号刺激等内容的学习，自然可以运用条件反射的原理

来说明或解释，但复杂认识过程的学习如果用条件反射学说

来解释，则要犯简单化和机械论的错误。人类的学习，不论

其根本机制如何，就学习形式来说不仅仅限于条件反射式学

习这一种形式。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章后几节中了解得更加

清楚。三、学习的操作条件反射学说20世纪20年代，美国心

理学家华生创立了行为主义学派的心理学理论体系。在华生

的思想观点中，虽然接受了条件反射学说中的一些概念或观

点，但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与经典条件反射学说又有根本

不同。华生完全摒弃了对意识、观念等认识过程的研究，而

以刺激和反应的联结代替了整个心理学研究内容，并极力主

张用刺激和反应的联系来解释人类和动物的一切行为。这就

把学习理论的研究引上了完全机械化、简单化和被动化的途

径。继华生之后，美国许多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家们（如赫

尔、斯金纳等）不断用动物的学习实验研究来说明和发展SR

联结理论，其中最著名的、对教学实践影响较大的是斯金纳

的研究。斯金纳从20世纪20年代末就开始对动物学习的实验

研究。他的动物实验装置被称为“斯金纳箱”。早期的斯金

纳箱结构简单，在一个木箱内装有一个操作用的按键或杠杆

，还有一个提供食物强化的食盒。动物一触按键或按压杠杆

，食物盒就出现一粒食物，对动物的操作行为给予强化，从

而使动物按压杠杆的动作反应概率增加。斯金纳认为，这种

先由动物做出一种操作反应，然后再受到强化，从而使受强

化的操作反应的概率增加的现象是一种操作性的条件反射。

这种反射与巴甫洛夫的经典性条件反射不同。经典性条件反



射是由条件刺激引起反应的过程，写成公式是S→R；而操作

性条件反射是首先做某种操作反应，然后得到强化的过程，

写成公式为R→S。由此，斯金纳进一步提出，人和动物有机

体有两种习得性行为：一种是应答性行为，通过建立经典式

条件反射的方式习得；另一种是操作性行为，通过操作式条

件反射获得。据此，斯金纳又进一步提出两种学习：一种是

经典性条件反射式学习，另一种是操作性条件反射式学习。

两种学习形式同样重要，而操作式学习则更能代表实际生活

中人的学习情况。由此看来，斯金纳认为学习过程就是分别

形成两种条件反射的过程。斯金纳在后来的实验研究中，不

断改进“斯金纳箱”的结构，使它能够通过电路控制编制强

化程序，还能够自动记录动物的操作反应次数。改进后的“

斯金纳箱”如图4.3所示。斯金纳采用这种装置进行了一系列

强化程序的实验研究。斯金纳认为，强化是增加某个反应概

率的手段，强化在塑造行为和保持行为中是不可缺少的。50

年代，斯金纳还以他的强化理论为依据，提倡程序教学，对

当时各国教学改革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图4.3 现代的斯金纳箱

斯金纳学习理论的主要错误是，他同桑代克和华生一样，坚

持了机械主义的观点，完全摒弃了对学习的认识过程的研究

，同时也抹杀了学习的主观能动作用。他简单地用操作性条

件反射来解释人类的学习，带有极大的片面性。斯金纳的学

习理论，虽然在思想观点上存在着一些错误，但是他的强化

教学的观点和方法、操作技能培养和训练的方法以及程序教

学的设计等，对教学实践还是有一定参考和借鉴价值的。这

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合理地应用这些方法和措施。第一，我

们在教学中要重视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不仅要



让学生学得理论知识，还要培养学生动手操作的能力。以往

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许多学校和教师往往强调理论知识

的学习多，对操作能力的培养和向学生提供动手操作的机会

少。这是需要我们在以后的教学中注意克服和解决的问题之

一。第二，强化是促进和调节教学的有力手段。教学实践表

明，在小学和初中低年级学生中，及时对他们的学习进行强

化，会促进他们的学习，而且强化越及时，效果越好；直接

强化比间接强化好。在初中高年级学生甚至大学生的学习中

，强化也是必不可少的。教师应该采用和创设各种强化形式

，采用多种强化程序来强化或促进学生的学习。第三，合理

地、适当地运用程序教学。尽管程序教学有一些弱点，如忽

视学生的智力活动，妨碍学生的独立思考等。但程序教学可

以照顾学生的个别差异，不受学习时间和学习次数的限制，

运用起来比较灵活。程序教学后来虽然没有被广泛地推广，

但它对促进计算机辅助教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丰富教学

手段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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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