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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理学是探索人类自身奥秘的科学，是当代社会和行为科学中发展最迅猛的学科之一。
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说：“心理学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却有一个长久的过去。
”在心理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之前，人类出于对自身的关注，一直都在为解开一个个自我之谜而不懈
地努力着，但这种努力更多地表现为先哲们对人类自身的观察和理性思考。
由于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心理学尽管“有一个长久的过去”，却只能成为哲学的依附。
1879年，德国人冯特在莱比锡成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终于使心理学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
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如今，心理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枝繁叶茂，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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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看到“狗熊骑自行车”、“小狗做算术题”、“小猴看红绿灯”等杂技节目时，动物们的表情
和娴熟的技能会让你感动并情不自禁地鼓掌。
其实这都是训练员在场下积极努力的成果。
我们都知道，在动物们完成了高难度表演动作后，训练员会给它们喜欢的食物以示奖励。
动物从一点表演动作都不会，到能在观众面前表演各种复杂的动作，其实都是通过这种强化的方式逐
渐习得的，是一种操作条件反射。
斯金纳（B.F.Skinner）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曾担任美国印第安大学、哈佛大学的教授，属于新行为
主义论者。
他继承了行为主义所坚持的科学、控制、预测等传统，并采用动物实验来研究刺激一反应联结的学习
理论。
受桑代克试误学习理论及效果律的影响，斯金纳于1937年提出了著名的操作条件作用理论。
操作性条件反射有两个原则：其一。
任一反应若有强化刺激物尾随其后，则有重复出现的倾向；其二，强化刺激可以是增强条件反应速率
的任务事件。
斯金纳还认为，在操作行为中，消退是强化的停止而导致的。
在基本原理方面，操作条件作用理论与桑代克的试误学习理论颇为接近，不同的是，操作条件作用理
论在实验方法上更为精进，且以强化原理取代了桑代克的效果律。
斯金纳于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著名的操作条件反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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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的一生总在学习，总在不断地接受教育。
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是个体社会化的需要，是个体获得发展的需要。
通过接受教育和自身的学习，人们掌握知识、发展能力，形成健全的人格。
人类已进入了21世纪，在这样一个知识经济时代里，教育的作用表现得越来越充分，也越来越受到重
视。
但在实际教育过程中，许多教育工作者（包括教师、家长）常常对孩子的教育力不从心，孩子们自己
也常常深感苦恼。
我经常有机会和各级教育工作者、家长及孩子们交流，常听到大家说教育孩子时有种种困惑：为什么
孩子们学习总是没有积极性？
在课堂上应该如何更有效地组织教学？
该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如何培养学生的良好品行和健全人格？
⋯⋯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大家对学习的本质、学习的基本心理规律以及学校教育情境下教学
的基本规律缺乏深入的了解。
这些基本规律正是教育心理学要告诉我们的。
教育心理学的主要课题是研究学生应该如何学习以及教师应该如何教学生，主要揭示学校教与学情境
中个体的心理活动及其交互作用的运行机制和基本规律。
因此，让广大教育工作者、家长甚至孩子本人掌握教育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成为广大教育心理学
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通过多次实践，我们发现通过介绍教育心理学的众多实验来阐述教育心理学原理，不仅生动有趣，而
且易于理解，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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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心理学》“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心理学的科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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