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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认知流派

【知识结构简图】

【考点指南】

本章属于重点复习章节，需要大家掌握主要人物（凯利、罗特，班杜拉，米歇尔等人）的核心概念、主要理论

观点，理论评价等知识。常见的题型是单选、名词解释，简答、论述。

1.凯利的个人建构理论：建构，CPC 循环（华南师大 347，2019，单远；湖南师大 347，2017，名词解释；河

南大学 347，2016，2017，简答）

2.罗特的社会认知理论：行为预测、控制点（河南大学 347，2019，名词解释；华中师大 347，2019，简答；北

师大 347，2020，简答）

3.班杜拉的人格理论：观察学习、自我效能、自我强化（杭州师大 347，2019，单选；湖南师大 347，2019，名

词解释；华中师大 347，2019，简答；北大 347，2020，简答；北师大 347，2019，论述）

4.米歇尔的社会认知论：图式理论（中国政法大学 766，2016，简答）

5.威特金的认知方式论和心理分化理论（湖南师大 347，2018，名词解释）6.认知信息处理论（西北师大 347，

2019，名词解释）

【知识精讲】

一、凯利的个人建构理论

（一）理论观点

1.人性观

凯利对人性的假设是“人是科学家”。

2.人格概念

人格的核心概念是建构。建构或构念，是人们用来解释世界、分析世人的观点，是人们用来对事件整理分类的

一种概念，也是人们看待并控制事件的思维模式。它对现实作出预测。

3.人格结构

人格结构是由一组独特结合的建构群所组成的复杂系统。个体差异就表现在个体所拥有的建构性质，数量、质

量和组合方式的不同上。

4.基本假设与推论

凯利以一种高度组织化且结构化的方式提出他的人格理论。他的整个理论有一个基本假设和十一项推论。

①基本假设：是指个体的心理过程是由其预测事件的方式所引导的。

②11种推论：在这一基本假设下，凯利提出了 11种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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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结构推论；B.个性推论；C.组织推论；D.二分推论；E.选择推论；F.范围推论；G.经验推论；H.调节推论；l.

片段推论；J.共同推论；K.社交推论。

5.人格动力

凯利认为，当个体遇到新的情景时，其产生的行为具有 CPC循环的特征。CPC 是循环过程的三个周期，即详

察（consider）—预断（preemption）—控制（control）。

（1）详察指接触事物的最先时间表现为小心谨慎地审察该事物或情境，尝试各种构念，对情境做出尽可能的

解释。

（2）预断指暂时先确定一种想法即在所有构念中选择一种。

（3）控制是实现建构的阶段，将所选择的建构付诸行动。如果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构念，我们的“理论”就得

到了证实，如果我们选择了不正确的构念，我们必须加以重新纠正。

凯利描述了人如何从认知向行动的转化过程。通过 CPC 循环，人们会在自己的生活中减少不确定性，逐渐形

成人格，并获得良好的适应。

（二）理论评价

1.学术贡献

（1）丰富了人格理论的认知向度

（2）发展了有效的人格评价工具

（3）研创了独特的认知心理疗法

2.理论缺陷

（1）忽视了人格中的非认知因素

（2）角色建构测验的使用局限

（3）理论系统中的未决问题

二、社会认知论

（一）罗特的社会认知论

1.行为预测理论

罗特用行为潜能、期望、强化值、心理情境来解释而会预测人类的行为。他认为，“一种行为在某种情境下发

生的可能性，是由个体对该行为的期望和强化值共同决定的”。用公式表示为：BP=f（E×RV）

（1）行为潜能（BP）：对于某一个体而言，某种行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同一种行

为，在不同的情境下，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目标而言，其潜势是不一样的。

（2）预期（E）：表示一个人认为在某种特定情境下如果选择了某种行为，它就能够带来某种相应的强化的可

能性，也即他对自己在该情境下做出该行为会得到该结果有多大信心、多大把握。预期指的是一个人在主观上认为

自己会成功的可能性，而不是他的真实的成功可能性。

（3）强化价值（RV）：行为者认为某种行为所带来的强化结果或强化物的相对价值的大小。强化的效价表示某

一物品或结果对于某个特定的个体所具有的心理价值，而不是它的实际价值。同一物品对于不同人来说，其强化价

值可能很不一样。

（4）心理情境；对某一行为发生率的预测一定要与特定的心理情境密切联系。事实上，没有哪一种行为在任

何情境下都可能带来同等的强化效价。如果要比较准确地预测一个人的行为的话，仅仅知道行为在一般情况下相对

稳定的表现方式是不够的，还必须详细考察当事人所处的具体的心理情境中的各个因素。

2.人格结构

罗特提出了两种类特质，也叫问题解决的类化预期：人际信任和控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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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的类化预期：是个体在过去独特经验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较持久的问题解决的预期倾向。每个人都会在

这两个类特质上表现出差异性。

（1）人际信任：是指个体对他人言语承诺的信赖程度；

（2）控制点：也称为强化的内外控，是指个体日常生活中对自己与周围世界关系的看法。

①内控者；相信凡事都是由自己掌控的，将成功归于自己的努力或能力，把失败归于自己的疏忽或能力不足，

即将行为的结果视为自己的努力或个人的特质。内控者面对问题更倾向于主动去解决，因为他相信个人的努力能有

所作为。

②外控者：相信凡事都不是自己能左右的，把成功归因于幸运，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即将行为结果视为运

气，命运或其他力量的作用。外控者面对问题则可能听天由命，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二）班杜拉的社会认知论

1.理论观点

（1）观察学习理论

在社会情境中个体的行为学习乃是经由观察学习和模仿而产生。观察学习是指通过对他人行为的观察而产生学

习，在观察学习中，被观察的对象就是“榜样"或“示范者”。

观察学习的四个阶段：

①注意阶段指在观察学习时，个体必须注意榜样所表现的行为特征，并了解该行为所蕴涵的意义，否则无法从

经由模仿而成为自己的行为。

②保留阶段指个体观察到榜样的行为之后，必须将观察所见转换为表征性的形象（把榜样行动的样子记下来），

或表征性的语言符号（能用语言描述榜样的行为），才始可以保留在记忆中。

③再生阶段指个体对榜样的行为表现观察过后，纳入记忆，其后再就记忆所及，将楷模的行为以自己的行动表

现出来。换言之，在观察早期的注意与保留阶段，不仅由榜样行为学到了观念，而且也经模仿学到了行动。

④动机阶段指个体不仅经由观察模仿从榜样身上学到了行为，而且也愿意在适当的时机将学得的行为表现出来。

观察学习的特点：

①不一定具有外显的行为反应。

②不依赖直接强化。替代性强化，或没有强化。

③具有认知性。观察学习基本上是认知过程。

④不等同于模仿。模仿仅仅指的是学习者对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中获得信息；而观察学习既可能包含模仿，也

可能不包含模仿。

（2）自我效能论

自我效能是指个体相信自己能完成某项任务的能力的信念。它是个体情境特异性的主观感受。

自我效能的四个来源：

①行为成败经验：先前的成败经验会影响自我效能的高低，成功会产生高预期，失败会产生低预期；

②替代经验，观察他人的行为获得关于自我可能性的认识，当一个人看到或者想象与自己水平差不多的示范者

获得成功时，能够提高其自我效能的判断，增强自信心，确信自己有能力完成相似的行为操作；

③言语劝说，包括他人的暗示，说服及告诫，建议、劝告以及自我规劝。言语劝说用以说服人们相信自己的能

力，确立行动的目标，去做以前不曾做过的事情。效果取决于劝说者的声望、地位、专长以及劝说内容的可信性；

④情绪唤起或生理唤醒，高度的情绪唤起和紧张的生理状态会降低对成功的预期水准，焦虑水平高的人往往低

估自己的能力；

⑤情境条件，不同环境提供给人们的信息是大不一样的，陌生情境容易引起焦虑，降低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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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第⑤条为补充的来源。

自我效能感的四个功能：

①决定人们对活动的选择以及对活动的坚持性；

②影响人们在困难之前的态度；

③影响新行为的习得和已习得行为的表现；

④影响活动时的情绪。

2.理论评价

（1）理论贡献

①班杜拉明确地区分了人类学习的两种基本过程，即直接经验的学习和间接经验的学习。 ②班杜拉突破了

传统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框架，把强化理论和信息加工理论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③班杜拉所提出的自我效能构成了人的主体因素的核心，并渗透、弥散于人类机能活动的各个方面，弥补了某

些认知人格学者对个体内在动机因素的忽略。

④以实验方法来证实其理论观点，也为其理论增添了信服度。

（2）理论局限

①它不适合解释和说明陈述性知识的学习和复杂的，高难度的机能训练的过程，而仅适于解释和说明观察、模

仿等社会性学习的过程。

②他忽视了遗传与成熟的作用。

Tips：

虽然班杜拉作为新的新行为主义代表人物，但由于他在传统的行为主义人格理论中加入

认知成分，因此在 Jerry M.Burger 主编的《人格心理学（第七版）》与郑雪主编的《人格心

理学》中，班杜拉的人格理论被归为行为主义这一章中；而在许燕主编的《人格心理学》中

将班杜拉理论归为认知学派；在叶奕乾主编的《现代人格心理学（第二版）》中，则将班杜拉

的人格理论放在行为主义学习论和认知论这一章中讲解。

（三）米歇尔的社会认知论

1.人格结构

米歇尔不主张人格特质的普遍性，认为除了情境因素和观察学习之外，还需要关注“社会认知学习的个人变量”：

A.能力；B.编码策略和个人建构；C.预期；D.主观价值；E.自我调节系统和计划。

2.人格的认知―情感系统理论

对情境，特质，行为动力，以及人格结构的稳定性重新进行了讨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在不同情境下所表现出

来的差异正是内部稳定而有机的人格结构的反应。

认知—情感单元包括人们心理、社会和生理众多方面，已经证实的单元包括：A.编码；B.期望和信念；C.情感；

D.目标和价值观；E.能力和自我调节规划。

（四）对社会认知论的评价

1.理论优点

（1）重视实验研究；（2）指向人类社会行为；（3）强调认知因素；（4）强调情境中的人格。

2.理论不足

（1）社会认知论与精神分析的影响力相比还有一些差距。

（2）对个体的发展缺乏系统化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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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认知理论的总体评价

（一）重要贡献

1.将实验研究技术带人人格研究。

2.将人格与认知问题有机结合。

（二）主要缺陷

1.人格研究的去人格化倾向。

2.认知理论范式缺乏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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