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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 一、无

条件反射： 无条件反射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反射。无条件

反射是机体和环境之间的比较恒定的联系。它是在种族发展

过程中建立并遗传下来的，它只是那些为数有限的固定的直

接刺激作用于一定的感受器引起的恒定的活动，基本上是皮

层下中枢的活动。如食物直接刺激口腔引起的唾液分泌。无

条件反射对每个个体来说是生来具有、不学而能的。它的反

射弧是一种生来就有的固定的神经联系。 二、条件反射: 条

件反射是后天的，在个体生活过程中获得的反射。条件反射

是高等动物在无条件射基础上形成的反射。它是动物个体生

活过程中为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建立起来的暂时神经联系。条

件反射又可分成经典性条件反射和工具性条件反射。 (一)经

典性条件反射:指一个原来并不能引起某种本能反射的中性刺

激物，由于它总是伴随某个能引起该本能反射的刺激物出现

，如此多次重复之后，这个中性刺激物也能引起该本能反射

。巴甫洛夫称这种反射为条件反射或条件作用。后人称之为

经典性条件反射或经典性条件作用。 泛化：任何一个刺激物

一旦成为条件刺激物后，在初期不仅本身能引起条件反射，

就是和它相近似的刺激物初次作用时，也会产生条件反射，

这种现象称为泛化。 分化：条件反射形成的后期，用与条件

刺激相类似的刺激不再能引起同样的条件反射，这种现象叫

做分化。 条件反射的强化：形成条件反射的基本条件就是无



条件刺激物与中性物刺激在时间上的反复结合，这个过程称

为强化。 条件反射的消退：如果停止强化，动物已经建立起

来的为获得强化物(如食物)而进行的活动(也叫反应)就会减弱

或停止，这种现象称为条件反射的消退。消退不是消极的消

失，因为它还可以自然恢复。 动力定型：本来是由一连串刺

激形成的一连串反应，训练巩固以后，只要开头刺激出现，

后面一连串反应就可以依次出现，巴甫洛夫把这种现象叫做

动力定型。 (二) 工具性条件反射：又称操作性条件反射，是

指在一定刺激情境中，如果动物的某种反应的后果能满足其

某种需要，则以后它的这种反应出现的几率就会提高。 工具

性条件反射与经典性条件反射的关系: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建立

起来的反射，而最根本的共同点是都需要强化，不强化就消

退；在消退后又都会自然恢复。而且都可以建立初级强化。

工具性条件反射也有泛化和分化。 二者也有不同之处： 无条

件刺激是否明确。在经典性条件反射中，什么使狗流唾液是

食物。食物作为无条件刺激很明确；在工具性条件反射中，

什么使白鼠去抓机关？只好说是由它身体内部的某些情况。 

强化是与刺激有关，还是与反应有关。在经典性条件反射中

，强化是同刺激有关，并出现在反应之前；而在工具性条件

反射中，强化只同反应(操作)有关，而且出现在反应之后。 

反应方式不同。在形成经典性条件反射时，动物往往被束缚

着，是被动地接受刺激，反应是先天固有的。在形成工具性

条件反射过程中，动物可以自由活动，它通过主动操作来达

到一定的目的，反应是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 在现实生活中

，一个复杂的反射活动，往往既包含有经典性条件反射，也

包含有工具性条件反射。 强化时程表:强化安排的效果主要取



决于其时间和次数的分配。他把这种分配叫做强化时程表。 

强化时程表主要分为五种： 正确的反应每次均予以强化。这

种做法不仅不经济，而且一旦不强化，很快就消退。 定比间

隔强化。即正确反应不是每次出现均予以强化，而是按一定

次数比率予以强化。它有利于保持反应重复频率的平稳，但

也容易因不强化而消退。 定时间隔强化。即不管正确反应发

生的次数，而是按一定的时间间隔予以强化。它虽然不容易

因不予强化而消退，但反应频率(单位时间内反应重复的次

数)不稳定。 不定比间隔强化。即以次数不定的间隔来强化。

例如有时隔3次予以强化，有时隔10次予以强化。它的效果最

好，最不易因不强化而消退，而且反应重复的频率也最稳定

。 不定时间隔强化。即以不定长的时间间隔来强化。例如有

时隔1分钟强化，有时隔5分钟强化。它也有不易消退的好处

，反应重复频率的稳定性也与不定比间隔强化不相上下。 三

、两种信号系统 信号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信号:又

称现实信号，指的是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具体的条件刺激

物。 第一信号系统:用具体事物作为条件刺激物所形成的条件

反射系统叫做第一信号系统。 第二信号，指人类所特有的言

语和文字。它可以代替第一信号建立条件反射，是第一信号

的信号。 第二信号系统:用语词作为条件刺激物所形成的条件

反射系统叫做第二信号系统。它是人所特有的。 编辑特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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