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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10卷）》研讨了二十世纪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分析与评
价这个时代最主要的教育思潮和教育思想流派，阐述各时期思想家和教育家解释教育问题，探讨教育
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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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六章 新行为主义教育思想　　新行为主义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后出现的一种心理学理论流派
，曾一度占据心理学研究的主流地位，60年代达到顶峰，其后走向衰落。
新行为主义致力于人类行为特别是学习过程的研究，有些新行为主义者还直接将其理论应用于教育领
域，他们为教育、敦学思想奠定了行为主义方法论基础，开辟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新况角。
新行为主义教育思想指的就是以新行为主义立场来阐述、解释和解决教育问题的理论体系。
　　第一节 新行为主义概述　　新行为主义是由早期行为主义发展而来的。
早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美国心理学家华生（J．B．watson，1879-1958）在笛卡尔哲学、孔德实证主
义和当时动物心理学的影响下，对传统心理学发起了挑战。
他于1913年发表了第一篇重要论文&ldquo;行为主义者眼光中的心理学&rdquo;，次年又出版了《行为
：比较心理学导言》（Behavior：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sychology）一书，阐述了行为主义的
重要原则，使行为主义从当时构造主义与机能主义学派僵持不下的争论中异军突起，在心理学界引起
了强烈反响，为后来新行为主义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华生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心理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并跨入自然科学之列，就必须放弃对&ldquo;
心理&rdquo;、&ldquo;意识&rdquo;等机体内部状态的研究，而代之以对&ldquo;行为&rdquo;的研究。
因为&ldquo;心理&rdquo;、&ldquo;意识&rdquo;等机体内部状态是无法通过实验手段进行验证的，
而&ldquo;行为&rdquo;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是可被观察的。
行为主义所要研究的就是可被观察的行为与引起这些行为的外在条件的关系，行为主义就是研究刺激
与反应关系（S-R）的科学。
相应地，研究&ldquo;心理&rdquo;、&ldquo;意识&rdquo;等常使用的传统心理学&ldquo;内省的&rdquo;
的方法。
也必须由科学的方法（如观察法、条件反射法、实验法、语言报告法等）取代。
　　华生将人或动物的行为视为外界刺激直接控制的结果，将人的全部行为都归结于刺激--反应的公
式。
这一立场使他导出了环境决定论或教育万能论。
华生认为，外部因素是学习的决定性因素，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控制的，与机体的
遗传因素无关。
他的名言是：&ldquo;给我一打健全的婴儿和我可用以培养他们的特殊世界，我就可以保证随机选出任
何一个，不管他的才能、倾向、本能和他的父母职业及种族如何，我都可以把他训练成我所选定的任
何类型的特殊人物，如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或甚至于乞丐、小偷。
&rdquo;　　华生对刺激所引起的&ldquo;反应&rdquo;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他依据先天遗传、后天获得及表现形式的外显与内隐等标准，将反应区分为四类：（1）明显的遗传
反应，如抓握、吃奶、愤怒和恐惧等。
（2）潜在的遗传反应，如内分泌腺的分泌等。
（3）明显的习惯反应，如开门、打球等。
（4）潜在的习惯反应，如思维等。
脑和脊髓在华生等早期行为主义者的眼中，并不比肌肉和腺体更重要，神经系统仅仅是使反应较为迅
速和完整而已。
　　以华生为代表的早期行为主义者试图以自然科学的严格标准界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以客
观的方法研究可观察的行为，摒弃以内省法研究主观意识，这在西方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是一次划时
代的转变，体现了人类行为研究对客观性、可证实性等科学理念的追求。
但他们完全无视机体内部因素，把复杂的心理现象简单化、机械化和极端化的观点，也受到心理学界
的批评。
至30年代，华生行为主义的强硬立场也引起了行为主义阵营内部的不满。
一些行为主义者试图在坚持客观性的原则基础上，对早期行为主义进行改造以克服其简单化倾向，这
就导致了新行为主义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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