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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行为主义流派

【知识结构简图】

【考点指南】

本章属于较重点复习章节，需要大家掌握主要人物（华生、斯金纳、多拉德和米勒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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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纳的人格理论：强化，惩罚（中国政法大学 766，2017，单选；华中师大 347，2020，名词解释；天津师

大 347，2018，论述；浙江师大 347，2020，论述）

2.多拉德和米勒的人格理论：四要素（首都师范大学 775，2014，单选；河南大学 347，2018，名词解释；西北

师大 347，2017简答、2015论述）

【知识精讲】

一、华生的人格理论

（一）理论观点

1.人性观

华生把人看成是环境中种种刺激的反应者，他所持的人性观被称为“空洞有机体”人性观，即认为人性无所谓

善与恶。

2.人格界定

华生指出，人格是指一个人在反应方面的全部（包括现有的和潜在的）资产和债务。

①“资产”包括两个方面：A.已组成的各种习惯的总体；B.可塑性与保持性之间的高度协调。

②“债务”是指那些在当前环境中不发挥作用，并且会阻碍个人对已改变的环境进行适应的，各种潜在的或可

能的因素。

3.人格发展

华生强调在人格发展中环境因素的重要作用，属于典型的环境决定论者。他认为，只要对环境有足够的控制，

心理学家就可以将儿童塑造成他所想要的任何成人。

华生认为人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改变的。他特别强调童年期人格变化的重要性。人格是个体一切行为的

总和，是各种行为习惯的产物。人们可以通过对一个人的行为观察，发现占优势的习惯系统或行为模式，从而确定

其主要的人格特征，并对人格进行分类。

4.异常行为的形成与改变

华生是第一个提出异常行为是经过条件反射而习得的学者。1920年华生和其实验助手雷纳用小艾尔波特与白鼠

的实验证明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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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评价

1.贡献

（1）行为主义促使心理学走上客观化道路。华生明确地提出心理学要以客观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否定内省

法，强调客观的研究方法。

（2）行为主义扩大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传统心理学只局限于对意识的研究。

（3）行为主义推动了心理学的应用。

2.缺陷

（1）华生从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出发，矫枉过正地全盘否定意识和本能，贬低生理和遗传的作用以及脑和神经

中枢在心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2）片面强调环境和教育的作用，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他在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上陷入了困境。

二、斯金纳的人格理论

（一）理论观点

1.人格概念

（1）操作性行为与反应性行为

①操作性行为：有机体自发操作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主动的，代表着有机体对环境的主动适应。应答性行为导

致“反应性条件反射”，操作性行为导致“操作性条件反射”。

②反应性行为：又称应答性行为，是指由先行刺激引发，是对刺激物的回答，这种行为比较被动。

（2）反应泛化与分化

①泛化又称类化或概括化，是指一种条件反射建立以后，个体可能不仅对条件刺激作出行为反应，而且也对与

条件刺激相似的其他刺激作出行为反应。

一般来说，新刺激和原来刺激的相似越大，发生泛化的可能性越大。

②分化又称辨别，是指个体能对不同的刺激作出不同的行为反应。

2.人格的形成与改变

斯金纳认为人格形成与行为改变的关键成分是强化。强化又称增强，源自通常所说的奖赏，它是斯金纳理论的

核心概念之一。当有机体表现出某种行为后，如果紧随其后出现的某一事件或刺激能使该行为出现的概率增加，那

么该事件或刺激就具有强化（或增强）作用，这一事件或刺激被称为强化物。斯金纳认为，只要控制了强化，就能

达到塑造和改变行为，继而达到塑造和改变人格的目的。对于不期望出现的行为，可以使用惩罚来使其发生的频率

降低。

（1）强化与惩罚

①正强化：呈现某一后继刺激物，能够加强某种行为出现的频率。

②负强化：由于某一刺激的消失而导致加强某种行为出现的频率。

③正惩罚：在一个行为之后给予一个厌恶刺激，结果该行为在将来再现的可能性降低。

④负惩罚：一个行为发生之后紧接着撤出了一个原来存在的愉快刺激，导致该行为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减小。

正，负强化及正，负惩罚反映了操作性条件作用的不同机制，服务于行为改变的不同需要。

（2）强化的程序

①连续强化：是对有机体的每一次正确反应都给予强化。

②间歇强化：又称部分强化，是根据一定的反应次数决定的比例或时间间隔给以强化。因此，间歇强化可以分

为间隔强化和比率强化

A.固定时距模式：在固定时距内给予强化，而不管有机体在这一时距内做出多少次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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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变异时距模式：用平均时距代替固定时距，即在规定的一段时间里实施一次强化，但强化间隔不固定；

C.固定比率模式：不是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后给予强化，而是在有机体做出一定标准次数的反应后给予强化；

D.变异比率模式；保持强化比率的平均值不变，但具体实施强化时，比率范围却有相当大的变化。

（二）理论评价

1.贡献

（1）强调环境与情境变量对行为的影响作用

斯金纳强调行为评估时情境分析的必要性，这是传统的人格理论与评估所忽视的。

（2）注重实验室实验与临床应用相结合

（3）扩展了理论的应用范围

其自我调节学习，程序教学和教学机器等都被推广到军事、工业等领域的人员培训上。

2.缺陷

（1）忽视对人的内部心理过程探讨

他对于人行为的描画偏于简单和模式化，基本无视人类具有思考、计划等能力，也很少关注人们如何以不同的

方式知觉到客体上极为相似的刺激。

（2）由动物研究结论简单的推广到人类

斯金纳的实验只涉及简单的有机体和简单的环境刺激，实质上这种简单的实验情境在实验室之外的人类现实生

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3）行为治疗的局限性

由于行为治疗者是专注于可观察到的行为，也使这种方法显示出了其局限性，从实质上已经扭曲了真正的治疗

主题。关于行为治疗的效果也遭到了人们的批评。有些行为治疗只有肤浅，简单的技巧，太注重短期效果。行为治

疗效果的稳定性，持续性较差，也难以类化到其他情境中。

三、多拉德和米勒的人格理论

（一）理论观点

1.学习的四要素

①内驱力

它是指迫使有机体行动的任何一种强烈的刺激。

它们可以是与生俱来的，如干渴，疼痛、性、排泄等，它们叫作原生内驱力，又称一级内驱力，关系到个体的

生存与否；也可以是后天习得的，叫作二级内驱力，如焦虑、成就，荣誉，金钱等。它们可以是内部的，如饥饿、

恐惧等；也可以是外部的，如炎热、吵闹等。

多拉德和米勒认为一级内驱力是建构人格的基石，是所有习得的内驱力的基础和条件。二级内驱力则一般是由

社会文化决定的，但它们也和一级内驱力具有同等程度的动力作用。

内驱力是一个动机概念，是人格的能量源泉。作为内驱力的刺激强度越大，内驱力越强烈，动机也越强烈。

②线素

它是一种指导有机体选择行为的方向的刺激，也就是斯金纳所说的诱因、辨别性刺激。线索决定有机体在内驱

力的驱动下于何时，何地，做出何种行为反应。线索可以是内在的，如对上一次去某餐馆的路线的记忆；也可以是

外在的，如前面的交通指示灯的颜色。任何一个刺激，只要有机体能把它与其他刺激辨别开来，它就有可能成为线

索。

③反应

它是由内驱力和线索诱发出来的，用以降低或消除内驱力的行为或心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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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拉德和米勒的理论中，反应既可能是外显的动作或行为，也可能是内部的心理活动，如思维、计划和推理

等。他们将这些内部的心理活动称为线索性反应，因为这些心理活动通常决定随后的反应是什么。

④强化

强化也就是内驱力的降低，任何能够导致内驱力降低的刺激都是强化物。强化物可以是原生的，如满足与生理

和生存需要有关的刺激，也可能是二级的，由那些经常和原生的强化刺激配对出现的中性刺激转化而成，如母亲。

2.人格结构

多拉德和米勒将刺激和反应之间的稳定联结称为习惯，认为人格结构大部分是由习惯或“刺激一反应”联结物

构成。

3.人格发展

人格发展的本质是通过驱力降低机制，习得的“刺激——反应”联结不断增多。

人格发展的基础是生来具有的特殊反射，由遗传模式规定的天赋反应等级，原始内驱力。行为的改变是以新的

奖赏代替旧的奖赏的结果。多拉德和米勒十分强调四种早期的社会情景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即童年时代的四个关键

的训练期：喂食训练、大小便训练、早期性教育、愤怒—焦虑冲突。

4.人格适应

（1）冲突类型

多拉德和米勒认为冲突是适应不良的重要特征。他们用动物实验研究过四种冲突，即双趋冲突，双避冲突，趋

避冲突和双重趋避冲突。

（2）冲突原则

①越趋近目标，趋向正向目标的倾向越强烈；

②越趋近目标，避开负向目标的倾向越强烈；

③随着目标的接近，避开负向目标的倾向比趋向正向目标的倾向越强烈；

④驱力强度的增加，将加强趋近或避开某一特殊目标的倾向；

⑤任何时候当两种反应竞争时，较强的反应都会出现。

5.挫折——攻击假说

挫折——攻击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攻击以挫折为前提，挫折必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这种攻击行为因挫折的强

度、范围、以前受挫折的频度、可能受到的惩罚的程度而不同。但进一步的研究证明挫折不一定都引起攻击行为。

对挫折的反应有两种：一是情绪性反应，包括攻击，冷漠，退化，幻想、自杀等；另一类是理智性反应，包括

继续努力，改换目标。是否引起攻击行为的关键在于认知。

（二）理论评价

1.理论贡献

（1）多拉德和米勒试图整合精神分析和赫尔的学习理论，提出比这两个理论更高级、实用的理论。他们使弗

洛伊德的概念客观化，主张必须用操作性定义来界定概念，这样他们就把精神分析概念实际转化为可以用实验检验

的术语。

（2）他们用学习原理来说明心理动力过程，因此搭建起了动物学习实验和临床心理治疗之间的桥梁。

他们重新界定了刺激、反应，同时还加入社会文化变量和文化人类学的资料，产生了一种最后得以改变人格理

论本质的融合体。

2.理论缺陷

（1）多拉德和米勒由于使用老鼠来研究人类的行为经常受到人们的批评，如动物和人类的学习是否可以用同

样的理论来说明和解释，以及所有的行为是否都可以在实验室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研究等问题仍存在争议。

（2）他们过分强调原始驱力在人类行为中的决定作用，相对忽视了自我意识对行为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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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们还过分强调了受环境刺激的习得性行为，而轻视了遗传因素的作用。

四、对行为主义学派的总体评价

（一）重要贡献

1.行为主义奠定了心理学的科学地位

实证研究是行为主义理论的基石，行为主义非常重视概念的可操作性，实验操作及变量的控制，它以其客观严

谨的研究方法为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步入科学殿堂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行为治疗的实用性

在实用主义的影响和指导下，许多重要的行为治疗方法才得以发展，如系统脱敏法，厌恶技术.代币制等。

3.行为主义研究领域的广泛性

从简单的反射获得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迷信行为，以及适应不良行为的习得和消除等都是行为主义的研究领域。

4.行为主义理论简洁、明了

行为主义应用操作条件作用、强化以及习惯的形成来说明学习的过程，简单明了，毫无晦涩难懂之感。

（二）主要缺陷

1.错误地将人类等同于动物

行为主义者对人类心理的研究，往往以动物作为研究对象。而人类的行为更多的受自我意识支配，人有自由意

志和选择的权利。人是有理性的，而不是仅仅受初级需要，内驱力所驱动的简单的有机体。

2.行为评估信度、效度的质疑

事实上，行为评估本身相当复杂，包括许多技巧的组合，与所谓严谨、客观或心理测量的可靠性、有效性相差

甚远。

3.行为主义对人格的描述过于狭窄化

行为主义对人格的看法过于简化，因而不可避免会忽略很多重要现象，他们对于思考、情绪、意识水平等的关

注程度是微乎其微，极其有限的。

4.忽视人格的稳定性

由于行为主义强调环境的作用，认为人格具有可塑性，致使他们过于强调人格的可变性而相对忽视人格的稳定

性，此外，他们还忽视了年龄等因素对个体人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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