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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行为矫正主要是依据学习原理处理问题行为，从而引起行为改变的一种客观而系统的有效方法。
它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方法。
根据其侧重面的不同，行为矫正也称作“行为矫正理论”或“行为矫正方法”，前者强调了行为矫正
的理论意义，后者注重行为矫正的应用价值，因此前者有时又称作“行为矫正原理”，后者有时又称
作“行为矫正技术”。
本书就是在广泛借鉴国内外有关应用行为分析、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高校开设行为矫正课程的教学实际和我国社会开展心理咨询培训的实际需要而编写的一本
理论与方法并重、原理与技术兼顾、专业与普及两全的教材。
它可以满足行为治疗、儿童行为矫正、学生行为管理、应用行为分析等课程的教学之需。
本书从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基本技术、扩展技术、内隐技术等五个方面重新构建了行为矫正的学科
体系，全面系统而深入细致地论述了行为矫正的主要内容。
理论基础部分，在阐明行为矫正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作为行为矫正理论基础
的经典条件作用理论、操作条件作用理论、认知行为学习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研究方法部分，在明
确功能评估的功能与策略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目标行为的观察和记录方法及行为矫正的实验研究技
术；在基本技术部分，系统而深入地探讨了强化、惩罚和消退等基本行为矫正技术的科学含义、主要
类型、基本特点、影响因素、误用表现及其有效运用原则；在扩展技术部分，全面而细致地介绍了建
立在强化、惩罚和消退基础之上的差别强化、刺激控制、塑造、渐隐、连锁、代币系统、行为契约、
行为维持、自我控制等行为矫正技术；在内隐技术部分，则讨论了厌恶疗法、系统脱敏疗法、冲击疗
法、生物反馈疗法、认知疗法、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示范模仿疗法等具有鲜明认知色彩、适于内隐行
为矫正的各种主要技术。
总之，本书将纷繁复杂的行为矫正理论和方法进行了重新梳理和科学建构，不仅注重引用大量研究案
例来阐述基本原理和研究基础，尤其列举了大量生活中常见的真实案例来强调各种行为矫正技术在学
校教育、家庭教育、特殊教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临床医学、自我保健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助
于广大读者举一反三、学以致用。
因此，本书不仅可作为心理学、教育学、护理学等相关学科的专业教材，可作为教师专业进修和咨询
员深入学习的培训教材，也可以作为家长教育子女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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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为矫正》在广泛借鉴国内外有关应用行为分析、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高校开设行为矫正课程的教学实际和我国开展心理咨询服务的培训需要，从理论
基础、研究方法、基本技术、扩展技术、内隐技术等五个方面重新构建了行为矫正的学科体系，全面
系统而深入细致地论述了行为矫正的主要内容。
《行为矫正》将纷繁复杂的行为矫正理论和方法进行了重新梳理和科学建构，不仅注重引用大量研究
案例来阐述基本原理和研究基础，而且列举了大量生活中常见的真实案例来强调各种行为矫正技术在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特殊教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临床医学、自我保健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有
助于广大读者举一反三、学以致用。
因此，《行为矫正》不仅可作为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教师专业进修和咨
询员深入学习的培训教材，还可以作为家长教育子女的参考用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为矫正>>

作者简介

伍新春，心理学博士。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学院副院长、教育心理与心理健康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现代学习理论与学习方式变革、心理咨询理论与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发展与职业倦怠预
防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目前主持全国教育科学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国家理科基地创建名牌课程优秀项
目等多项研究课题。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专著和教材10余部，其中代表性著作有：《教育心理学》、
《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合作学习与课堂教学》、《当代心理咨询与治疗体系》、《中职心理
健康阳光教育》、《新课程·新学习·新教学译丛》等。
其教学和研究成果曾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第二届全国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第二
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优
秀奖等奖励。
胡佩诚，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医学心理教研室主任，中国性学会秘书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
事。
主要从事医学心理学、心理治疗、青春期教育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目前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出版专著和教材2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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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理论基础第一章 行为矫正的基本概念第一节 行为与问题行为一、行为及其改变二、行为的
特征三、问题行为第二节 行为矫正的含义与特点一、什么是行为矫正二、行为矫正的基本假设三、行
为矫正的基本特点四、行为矫正与行为治疗第三节 行为矫正的发展简史一、巴甫洛夫的基础性工作二
、华生和琼斯等人的先驱性工作三、沃尔普和艾森克的开创性工作四、斯金纳和班都拉等人的发展性
工作五、行为矫正的相关组织和学术刊物第二章 行为矫正的理论基础第一节 巴甫洛夫的经典性条件
作用理论一、巴甫洛夫的经典实验二、经典性条件作用的主要规律三、从巴甫洛夫的理论到沃尔普的
临床实验第二节 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作用理论一、从桑代克到斯金纳二、斯金纳的经典实验及行为分
类三、操作性条件作用的基本规律四、经典性条件作用和操作性条件作用的比较第三节 认知行为学习
理论一、认知行为学习理论的发展与含义二、艾里斯的理性情绪行为理论三、贝克的认知行为理论第
四节 班都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一、学习的交互决定论二、观察学习的实验基础三、观察学习的基本过程
四、影响观察学习的主要因素第二部分 研究方法第三章 问题行为的功能评估第一节 功能评估的含义
与功能一、功能评估的含义二、问题行为的功能三、功能评估的价值四、功能评估的方法第二节 功能
评估的主要策略一、问题行为的调查评估二、问题行为的观察评估三、问题行为的实验评估第三节 建
立行为矫正方案一、建立行为矫正方案应考虑的因素二、建构等值性行为模式第四章 行为矫正的研究
方法第一节 目标行为的观察与记录一、界定和分析目标行为二、观察和记录目标行为第二节 行为矫
正的实验设计一、倒返实验设计二、多重基线设计三、逐变标准设计四、交替治疗设计第三部分 基本
技术第五章 强化第一节 强化的含义与分类一、强化与强化物二、正强化与负强化三、无条件强化与
条件性强化四、连续强化与间歇强化第二节 强化物的类型与选择一、消费性强化物二、社会性强化物
三、活动性强化物四、反馈性强化物五、选择强化物的方法第三节 强化的程式及其特点一、定比例强
化二、变比例强化三、定时距强化四、变时距强化第四节 正强化及其使用一、正强化的含义与正例二
、影响正强化效果的因素三、正强化的误用及其表现四、有效运用正强化的原则第五节 负强化及其使
用一、负强化的含义及正例二、负强化的基本过程三、负强化的误用及其表现四、有效运用负强化的
原则第六章 惩罚第一节 惩罚的含义与类型一、惩罚与惩罚物二、正惩罚与负惩罚三、无条件惩罚与
条件性惩罚四、惩罚与强化的关系第二节 惩罚物的分类与选择一、体罚二、斥责三、矫枉过正四、体
力劳动五、惩罚物的选择第三节 惩罚的特点与影响因素一、惩罚过程的特点二、影响惩罚效果的因素
第四节 正惩罚的使用一、正惩罚的副作用二、正惩罚的误用三、正惩罚的有效运用第五节 负惩罚的
使用一、负惩罚的含义与类型二、隔离技术的使用三、反应代价的使用第七章 消退第一节 消退的含
义与类型一、消退的含义及正例二、消退的基本类型第二节 消退的特点与影响因素一、消退过程的特
点二、影响消退效果的因素第三节 消退的误用与正用一、消退的使用前提二、消退的误用情况三、消
退的有效运用第四部分 扩展技术第八章 差别强化与刺激控制第一节 行为分化与刺激辨别一、行为分
化与差别强化二、刺激辨别与刺激控制第二节 差别强化及其使用一、低率行为的差别强化二、其他行
为的差别强化三、替代行为的差别强化四、高率行为的差别强化五、差别强化的误用与正用第三节 刺
激控制的基本技术一、刺激控制的含义与案例二、控制行为的先行刺激三、控制行为的强化价值四、
控制行为的反应难度第四节 刺激控制的促进策略一、言语指导二、行为示范三、身体引导四、情境诱
导第九章 塑造、渐隐与连锁第一节 塑造一、塑造的含义与正例二、塑造的误用及表现三、有效运用
塑造的原则第二节 渐隐一、渐隐的含义及正例二、渐隐的类型与特点三、有效运用渐隐的原则第三节
连锁一、连锁的含义及正例二、连锁的类型及其选择三、连锁的误用四、有效运用连锁的原则第十章 
代币系统与行为契约第一节 代币系统与行为契约的基本概念一、代币系统的含义与特点二、行为契约
的含义与特点第二节 代币系统及其使用一、代币系统的构成及其使用程序二、代币系统的问题及其解
决之道第三节 行为契约及其使用一、行为契约的类型二、行为契约的结构与实施第十一章 行为维持
与自我控制第一节 行为的维持与迁移一、行为维持及其基本策略二、行为迁移及其促进技术第二节 
自我控制的含义与起因一、自我控制的含义与案例二、自我控制的起因与类型第三节 自我控制的方法
与步骤一、自我控制的主要方法二、自我控制的基本步骤第五部分 内隐技术第十二章 临床行为治疗
第一节 厌恶疗法一、厌恶疗法及其基本原理二、厌恶疗法的应用范围与特征三、厌恶疗法的变式与特
点四、有效运用厌恶疗法的原则第二节 系统脱敏疗法一、系统脱敏疗法及其基本原理二、肌肉放松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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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的方法三、焦虑等级量表的建立四、系统脱敏疗法的具体实施五、系统脱敏疗法的变式与特点六、
有效运用系统脱敏疗法的原则第三节 冲击疗法一、冲击疗法及其基本原理二、冲击疗法的应用程序第
四节 生物反馈疗法一、生物反馈的基本含义二、生物反馈治疗的基本原理三、有效运用生物反馈治疗
的原则第十三章 认知行为疗法第一节 认知治疗一、认知治疗及其基本原理二、认知治疗的基本技术
三、认知治疗的基本过程四、认知疗法的主要应用第二节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一、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
基本原理二、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基本过程三、理性情绪行为治疗的认知技术四、理性情绪行为治疗
的情绪技术五、理性情绪行为治疗的行为技术第十四章 示范模仿疗法第一节 示范模仿疗法的含义与
作用一、示范模仿疗法的基本含义二、示范模仿疗法的主要作用第二节 示范模仿疗法的类型与影响因
素一、示范模仿疗法的基本过程二、示范模仿疗法的主要类型三、示范模仿疗法的影响因素第三节 示
范模仿疗法的有效运用一、示范模仿疗法的运用原则二、示范模仿疗法的独特价值参考文献一、研究
案例索引二、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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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自动强化行为的消退在现实生活中，个体的许多问题行为由其内在的感觉刺激或行为后
果本身所维持，强化的结果不是由他人做出的。
对于这种自动强化行为的消退，就是要引起感官刺激的变化和消除。
只要行为不再产生具有强化作用的感觉刺激时，行为就会逐渐减少。
例如，在前面列举的消退案例中的第六个，也包含了这一类型。
在该案例中，抓得头皮发痛就感到舒服（自动强化），而理发后无头发可抓，其舒适感就无从产生（
感觉消除），抓挠行为也就逐渐消失了。
在行为矫正的实践过程中，有人研究了通过感觉消退来减少孤独症和发育落后儿童的社会刻板行为。
例如，瑞琪常常长时间地在桌面上转动盘子，盘子在桌面上转动发出的声音就是这种行为的感觉强化
物（听觉刺激）；凯芮喜欢从自己的衣服上抽出线头，扔在空中并用力煽风，然后全神贯注地看着线
头在空中飘荡，直至线头落地，看着线头飘荡就是其刻板行为的感觉强化物（视觉刺激）。
为了矫正她们的社会刻板行为，可以在瑞琪的桌子上铺一块桌布，这样当她转动盘子时，就不能发出
和原来同样的声音了（感觉变化）；可以在凯芮往空中扔线头时，将屋内的顶灯关掉，结果凯芮就不
能看清线头落地的情形了（感觉消除）。
结果发现，感觉消退确实有效地消除了个体的社会刻板行为。
当然，为了促使问题行为的快速消除，并使这些儿童产生适当的行为，最好在进行感觉消退时，能强
化某些功能等值（能产生与问题行为同样的感觉刺激）的良性行为。
例如，给瑞琪一个音乐盒，给凯芮一个吹肥皂泡的玩具。
这样，音乐盒产生的听觉刺激取代了转盘子的声音，肥皂泡取代了线头产生的视觉刺激。
结果，瑞琪更喜欢玩音乐盒而不是转盘子了，凯芮更喜欢吹肥皂泡而不是抽线头了。
总之，要进行行为的消退，首先必须明确行为是怎样获得的。
如果行为是由社会性正强化（如关注）而形成的，行为消退就是取消正强化，不再关注个体的问题行
为；如果行为是由负强化（如逃避任务）而形成的，行为消退就是使个体不能逃避或回避，必须完成
要求的任务；如果行为是由自动强化（如感觉刺激）而形成的，行为消退就是使个体的感觉发生变化
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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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为矫正》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为矫正>>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