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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十二章，前六章阐明主要论点。
第一章简要地回顾了行为主义传统，通俗行为主义在我们社会的盛行，以及通俗行为主义广为人们接
受的理由。
第二章权衡有关奖励的内在可取性的一些论点。
文章首先对奖励是合乎道德及常理的要求这样的主张发起挑战，进而提出奖励实际上令人反感。
    前两章的论述是哲学思辨，第三章讨论实际结果。
本章概括了研究证据，表明奖励没有起到促进长期的行为改变和提升表现的作用。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解释了情况为何如此，提出奖励失败的五个关键原因，这些原因无异于对奖
励的严厉批评。
第六章仔细探讨了我们很少有人会想到要去批评的一种奖励形式：表扬。
    本书的后半部分涉及我已提过的三个问题：雇员的表现、学生的学习、孩子的行为，探索奖励的效
果和可以用来替代奖励的方法手段。
这部分的编排方便读者，有人如果只对其中一个问题感兴趣，无需费力读完就另两个问题所作的讨论
。
第七和第十章探讨工作场所的问题，第八和第十一章论及教育问题，第九和第十二章讨论孩子的行为
和价值观问题（第和教师、父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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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胡萝卜的麻烦　　奖励失败的四大原因　　不尚贤，使民不争。
　　——老子　　试图获得奖励的人比没有奖励的人表现更糟，对此已有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对诸多
证据，研究人员一开始只是抓耳挠腮，困惑不解。
一些人试探性地作出解释——有一位试图证明，奖励所造成的看似矛盾的结果盖源于其扰乱了注意力
，使人无法集中于要完成的任务。
　　的确，这样说不无道理：诱之以奖励或得到奖励的可能性会妨碍我们全神贯注以至表现不佳，但
随后的研究表明，问题远不止于注意力不集中。
结果显示，考虑能有何种奖励比考虑其他与任务无关的事更糟，显然，奖励对我们的表现有某种特别
不良的影响。
　　我认为奖励之所以失败有五个主要原因，其中四个在本章中论及，第五个原因花了下面整个一章
来讨论。
(本书的后半部将要展示这五点对工作场所、学校、家庭的含义，并探讨奖励的替代品。
)前一章中所述的实验室研究结果并非跟这五个原因都有关，有些原因揭示了现实世界中奖励对表现的
不利影响，但无论如何，我所发现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什么人们在期望奖励时表现不佳的解释，这些
问题本身更是严肃的呐喊，唤起人们的关注：奖励除了不利于创造力之外，还有什么作用。
诸多问题之集构成了对通俗行为主义的最大挑战。
　　奖励的惩罚　　惩罚被定义为企图用令人不愉快的手段迫使某人改变行为，对于惩罚已有越来越
多的父母、老师和主管认为是坏消息，在本书的后几章中，我会提出理由支持这种观点，出于实用和
道德的原因，我们应尽力避免使用惩罚，但此刻我想对持同样观点的读者说几句话，因为他们往往会
转而采用奖励。
　　我们应该停止惩罚和批评，而应努力发现“人们良好或正确的表现”并奖之以特权或赞扬，在某
些圈子中，这业已成为公开的事实。
无论是翻看论及管理的书籍、浏览培养孩子的文章还是参加教学研讨会，你很难不碰到这样的劝告和
建议，它们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存在着非此即彼的选择：惩罚性的反应或者有益的强化，大棒或者
胡萝卜，“挨巴掌或者吃糖果”。
　　当选择被框定成非此即彼的模式，很显然，除了虐待狂和傻瓜，没人会不选奖励或者胡萝卜。
奖励不如惩罚那么具有破坏力，而且如果所使用的惩罚比较严厉，那么两者间的差异更加突出。
但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并不正确：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作出的选择并不局限于两种行为控制方法。
这倒真是好消息，因为尽管奖励比惩罚稍稍占优，但两者间的差异被它们的共同点遮盖了，令人不安
的事实是：奖励完全不是惩罚的对立面，它们是一枚硬币的同一面。
而这枚硬币没多少购买力。
　　从各方面看，奖励和惩罚基本相同。
现代社会心理学奠基人科特·列文认为，当我们想要得到“彼时彼刻的自然情形或力量无法产生的行
为时”，我们会采用奖励或惩罚，而且长期使用都造成同样的模式，最终我们得不断提高赌注，给出
越来越多的甜头或威胁会有更多的处罚，以使人们继续按我们的期望行事。
　　这两个特征背后是更为严峻的事实：奖励和惩罚源出于相同的心理模式，都把动机视作操纵行为
的手段。
这并不是说行为主义学者没能区别两者，实际上斯金纳曾竭力反对动用惩罚，但对于那些诱以“做此
就能得彼”和那些威胁“做此不然你等着瞧”的人来说，他们信奉的学习理论和对人性的看法并无大
异。
　　当我们把视角从理论转向实践，两者的一致性依然明显。
饶有意味的是，尽管许多人视奖励和惩罚为对立面，但在现实世界中两者常常相伴相随。
199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称，研究人员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仔细观察了十三所小学的教师，发现在课堂上
使用奖励和惩罚的相关度很高，采用一种手段的教师更有可能也采用另一种。
对几百名幼儿母亲的调查表明，奖励和体罚的经常采用确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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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发现，甚至那些惯用控制或专横霸道手段对待孩子的人，也常用赞扬这种被视作最不令人反
感的奖励形式。
这些发现并不能证明奖励的内在本质，但却为奖励和惩罚如何关联提供了答案。
　　奖励和惩罚两者之间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可用区区几个词形容：奖励的惩罚。
那些为了避免惩罚而施与奖励的人也许没考虑过奖励过程中内含的惩罚特质。
我想到两种特质，第一种来自奖励和惩罚俱旨在控制这个事实，尽管奖励是以诱惑进行控制，我在第
二章用了不少篇幅阐述这一论点，辨明奖励固有的令人不安的一面。
除去哲学上的反对意见，如果接受奖励者觉得受到控制，长远的看，这份经历将带有惩罚的性质，尽
管接受奖励本身通常令人愉快。
　　有位教育作家把教师易于“漫不经心地施行⋯⋯”的倾向比作电子牛刺，这个比方看似牵强，但
若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奖励的最终目的，接受奖励者如何被操纵，便可见其妙处。
或者另作一比方：问题不在于用蜂蜜还是用醋能抓到更多的苍蝇，而是为什么用它们能抓到苍蝇，以
及苍蝇有什么感觉。
　　奖励的惩罚并不仅源于奖励旨在控制，之所以如此还有第二个更为直接的原因：有些人没能得到
期望的奖励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与惩罚很难区别。
如果手下的雇员或学生没有按照指令去做，许多主管和教师认为应暂缓给与奖励或干脆不给，把奖励
在他们眼前晃晃，然后突然撤走。
这其实正是许多行为主义学者的建议，他们一方面呼吁不要惩罚孩子(这意味着有坏事发生在孩子身
上)，另一方面又慷慨建议采用“反应代价”(这意味着让好事不发生在孩子身上)。
遗憾的是，那些没有受过训练而未能辨别两者间区别的人也许无法明白，得不到期望之物，他们不应
该觉得是受罚。
　　家长告诉孩子如果一直表现良好，星期天带他去看马戏表演，星期六孩子惹恼了家长，于是我们
又听到了熟悉的警告：“再这样明天别想去看马戏。
”此取消奖励的威胁与动用惩罚的威胁起到相同的作用，对此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即使位高权重
者并非有意取消奖励，因没能达到标准而无法获得奖励的情形并不鲜见。
奖励越诱人，得到的可能性越大，错失奖励而受的打击也越大。
即使努力得到奖励，奖励也有其不利之处，既使赢得比赛，比赛也有其不利之处，有鉴于此，“完全
可以想象为奖励而努力却失之交臂、参加竞赛却铩羽而归所产生的影响!”　　出路似乎只有两条，一
是不管是否达到要求一概施与奖励。
公平论拥护者认为此法甚为骇人，他们的口号是：“不劳无获!没有免费的午餐!”(过去几年里报刊杂
志上登了一些批评奖励孩子的文章，但实际上他们批评的是奖励给得太勤、太轻易。
)但依我之见，无条件给出的好处根本不是奖励。
究其本质，奖励是所欲之物或事，达到要求才能获得：只有做此方能得彼。
答应明天给你个香蕉不是奖励，“你今天帮我忙，明天给你个香蕉”才是奖励，如果我没给你香蕉，
你可能觉得犹如受罚。
要避免此类情况发生，我得尽力不随心所欲施与奖励。
　　另一种做法是事先不设定标准也不许以奖励，主管事后才拿出奖赏：“你昨天帮了我，给你个香
蕉。
”颇为巧合的是，大部分研究发现不期而至的奖励比事先知晓并刻意去获取的奖励较少破坏性，但除
了阻止人们希望明天还有奖励这样的实际问题，绝大部分时候人们事先许以奖励并非偶然，其关键在
于控制人们的行为，而最为有效的方法是告诉他们如果顺从会有什么好处，如果不合作又会发生什么
。
正因为如此，最终得不到奖励而使整件事带有惩罚性的可能一直存在。
胡萝卜里裹着大棒。
　　此处的反证并非学术探讨。
大部分商人应还记得有那么一两次，他们或他们的同行翘首期盼奖金，最终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得到奖
金而灰心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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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们随时可以告诉你，孩子在学校没能得到盼望的奖励经历了同样的打击。
我们大部分人对此现象司空见惯，但很少有人思考在采用奖励手段时，这种现象不仅普遍而且流行。
　　新派规劝我们“抓住”行事正确的人并给与奖励，旧派要我们“抓住”犯错之人并威胁如若再犯
会受罚，前者对后者并没有多大的提高和改进。
两种方法都要抓住很多人，这不只是玩弄字眼。
此处谈及的是经历受控和被罚的感觉，这些事实本身就有很多问题，而且有碍有效的工作和学习。
　　P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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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埃尔菲·艾恩在这《奖励的惩罚》中痛斥了家庭、学校以及工作环境中的各种奖励制度，直击胡
萝卜加大棒政策。
一直以来，抚养小孩、教育学生管理员工的基本方针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这样做就可以得到那样东
西(Do this and you'll get that)。
就像驯狗一样　我们也在人的面前晃动好东西(从棒棒糖到销售佣金不等)，《奖励的惩罚》自1993年
出版以来，影响了无数家长、老师和经理人，使他们改变了以往的想法，企图用激励制度来操纵人们
，从短期角度来看，也许会奏效，但是最终这样的方法还是会失败的，甚至还可能造成持久的危害。
艾恩通过大量的研究表明其实如果用金钱、成绩或者其他什么激励方式诱惑人们的话　其结果适得其
反。
我们越是人为地用诱惑手段来激励别人，他们就越会对我们唆使他们做的事丧失兴趣。
奖励和惩罚只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不同面，而且这个硬币还不值什么钱。
艾恩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解释，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奖励和惩罚以外的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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