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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是社会工作领域的重要基础之一。
为了有效地进行自己的事业，社会工作者必须对社会环境的改变所产生的行为变化进行科学研究。
    本书由十章组成：第一章介绍了有关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基本概念、基本关系和基本研究方法；
第二章介绍了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理论；第三章至第十章，按照人生的重要发展阶段，分别介绍了胎
儿发展、婴幼儿行为、学龄前儿童行为、学龄儿童行为、青少年行为、青年人行为、成年人行为以及
老年人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本书可用作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材，也是从事社会工作管理与实务的有关人员的必备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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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关于强化作用的机理，斯金纳说，“在操作性条件反射中，我们加强的是操作，旨在使做出某
一反应的可能性增加，实际上是说，使某一反应更为经常。
在巴甫洛夫条件反射中，我们只是增加了由条件刺激所诱发的反应的强度，缩短刺激与反应之间的时
间”。
这就是说，强化增强的不是某一具体的条件反应本身，而是反应发生的概率。
    斯金纳认为，“具有强化作用的食物有两类。
一类强化是提供刺激，给情境呈现一些东西——如食物、水或性关系，这类刺激叫做正强化物。
另一类强化是从情境中消除掉某些东西——如噪音、强光、寒冷、炎热或电击，这类刺激叫负强化物
。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强化的作用都是提高反应概率”。
通常，我们将正强化物和负强化物分别称为积极强化物和消极强化物。
在前面的例子中，小女孩获得的是积极强化物，因为她在行为之后得到了正向的刺激(即快乐)，这种
行为就会重复出现，因此，积极强化物是特殊行为的报酬。
相反，消极强化物的获得则是指某一种特殊反应的发生，可以消除不愉快的刺激。
例如，如果让儿童知道不将房间弄得乱七八糟，就可以避免父母的责骂时，那么，保持整洁的习惯就
有可能形成。
可见，结束、逃离或避免不愉快的情境，也是我们许多习惯形成的基础。
    斯金纳同时认为，许多父母并没有真正了解消极强化物的作用，因此父母很少用消极强化物来塑造
儿童的行为。
事实上，父母有时也会使用令人不愉快的刺激来控制儿童的行为，尤其是对一些危险的行为，如玩火
或用金属物接触插座等，但在斯金纳看来，这是惩罚而不是消极强化物的获得。
他认为，惩罚是指在儿童有了不合期望的行为之后，才将令人厌恶的刺激施加于儿童身上，而消极强
化物则不同，它虽然也是令人厌恶的刺激，但只要儿童的行为符合期望，这个刺激就会消除。
换句话说，惩罚和消极强化物是不同的：就目的来看，前者是压制不合期望的行为以降低其发生的概
率，后者则是加强符合期望的行为以提高其发生的概率；就结果来看，惩罚通常具有副作用，而消极
强化物却不会产生副作用，如父母用惩罚来制止儿童的攻击行为，结果反而可能使儿童更具有攻击性
。
因此，在引导儿童形成符合期望的行为的过程中，强化比惩罚更为有效。
    新生儿的社会性表现，是指新生儿从出生起就具有一种指向人类社会的自然倾向。
一方面，这种自然倾向表现为新生儿对社会刺激能够做出积极的反应，如微笑、哭泣以及一些身体动
作，以保证自己能够得到照顾和爱护；另一方面，这种自然倾向也表现出新生儿在社会关系中的积极
参与。
    模仿。
新生儿具有模仿母亲面部表情的复杂反应，如伸舌头、张嘴、舔嘴唇、张开手和握紧手等，这是一种
不需要思考和理解的反射行为。
    情绪。
新生儿从出生起就具有7种基本的面部表情：愉快、悲哀、惊奇、好奇、厌恶、愤怒和恐惧。
如在新生儿耳边摇动一个拨浪鼓时，新生儿会出现好奇的表情；在吸到有肥皂味的东西时，会出现厌
恶的表情；在进行不舒适的反射测验时，会出现愤怒的表情。
当然，新生儿的这些情绪表现是不很清晰的，但从其突然发出的哭声就可以知道新生儿是表达了某种
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生儿时期，新生儿的情绪具有很大的生物学意义，他们的反应主要表现为其生理
需要是否能得到满足。
    身体运动。
新生儿的一些细微的身体运动，如扭动臂部、抬起手指、转动头部以及皱眉头等，与正常言语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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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有一定的联系。
如有些新牛儿能够对比较长的连续词语保持同步反应，但对无意义的言语和杂乱的噪声却没有这种特
定的反应。
有学者对平均年龄42小时的272名新生儿进行了研究，发现在这些新生儿中，有80％能追随移动和说话
的脸，有68％能转向声源。
显然，新生儿只对有意义的言语模式做出特定的反应，能以自己的方式区分有规律的社会信号和散漫
的声音，在生命的一开始就能简单地参与一种基本的社会交互作用。
    不难发现，新生儿确实从一出生就已经是人类群体中的一分子，具有成为人类社会成员的一种自然
倾向。
究其原因，是因为新生儿具有巨大的社会性发展潜能，这种社会性潜能足以准持新生儿出生后，作为
活的有机体，积极主动地接触和接受外在世界对他们的哺育和照顾，也足以使他们适应人类为他们提
供的生存和生长条件。
当然，新生儿的社会能力极其有限，尽管他们能够选择性地在适当的时间对社会性相互作用做出反应
，促使成人来照顾和关心他们，引发他人的社会性反应，但新生儿的这种社会行为具有很大的不随意
性，更多的是本能的行为表现。
事实上，在新生儿与成人的相互交往中，双方的行为和作用是不对等的，成人往往通过明确的调节行
为来影响新生儿的活动。
    性别角色(gender role)是指根据性别而来的社会分工、权利的义务，即男性或女性在社会关系上的地
位或定位。
对学龄前期儿童来说，性别角色的判断标准就是成人对他们的性别行为期望，即成人通过对儿童行为
的鼓励或限制，使儿童掌握相应的性别角色行为。
如“一些父母认为：男孩应该是果断的，并能为他们的权利而竞争。
另一些父母认为：男孩应该仔细考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并且用理智而不是冲动的攻击行为来
导引他们的行动。
这两类父母各有各的关于男性属性的概念，这种概念在很长的时间内透过各种方法传给了他们的儿子
。
父母给孩子的玩具，他们让孩子接收的经验，他们鼓励孩子所参与的活动，都反映了父母的性别角色
标准的某些向度。
    1．抽象逻辑思维是一种通过假设的、形式的和反省的思维    青少年的抽象逻辑思维具有以下五个方
面的特征：    假设性。
思维的假设性是指，青少年通过假设进行思维，从而实现了提出问题、明确问题，提出假设和检验假
设的抽象逻辑过程。
    预计性。
思维的预计性是指，青少年在进行复杂的活动之前，事先有了诸如打算、计谋、计划、方案和策略等
预计性因素。
    形式性。
思维的形式性是指，青少年通过不断的学习，逐渐由具体运算思维占优势发展到形式运算思维占优势
。
     反省性。
思维的反省性是指，青少年已意识到自己的智力活动过程，并能够控制这个过程，以便使自己的思路
更加清晰，判断更加准确。
    创新性。
思维的创新性是指，青少年在思维过程中，跳出旧框框，追求新颖的、独特的因素。
      2．抽象逻辑思维处于由经验型向理论型过渡的阶段    在青少年期，思维的具体成分和抽象成分是
不可分割的，但抽象逻辑思维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抽象逻辑思维的发展，青少年的思维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并开始形成辩证思维。
具体来说，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抽象与具体获得了较高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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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期的思维是在学龄期思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又不同于学龄期。
学龄期思维的抽象概括性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需要具体形象的支持，因而其思维主要属于经
验型，理论思维还不很发展。
到了青少年期，由于经常需要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和重要的科学理论，理论型的抽象逻辑思维逐渐得
到发展。
在此思维过程中，它既包括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过程，也包括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过程，这是一个从
具体上升到理论，又用理论指导去获得知识的过程。
这个过程表明，青少年的思维开始由经验型向理论型转化，抽象与具体获得了较高的统一，抽象逻辑
思维得到了迅速发展。
    辩证思维获得了明显的发展。
在青少年期，理论型思维的迅速发展，导致辩证思维的迅速发展。
在学习与实践中，青少年逐步认识到一般与特殊、归纳与演绎、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关系，使辩证
思维得到了明显的发展。
    3．抽象逻辑思维发展的关键期和成熟期    在通常情况下，青少年抽象逻辑思维由经验型向理论型的
转化，是从初中二年级开始的，因此，初中二年级是抽象逻辑思维发展的关键期。
到了高中二年级，这种转化初步完成，这意味着他们的思维趋向成熟。
青少年思维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各种思维成分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达到理论型抽象
逻辑思维的水平；个体之间的思维差异基本上处于定型状态；思维的可塑性将越来越小。
       但是，客观地讲，“妇女阶段性就业”也并非十全十美，许多人对它的合理性和现实可行件表示
极大怀疑。
他们认为，“妇女阶段性就业”，在现实效果上与“妇女应该回家去”没有太大的不同。
因为青年女性在“阶段性”地照顾家庭之后，没有谁能保证她们真正重返原来工作岗位。
即使国家通过一定的法律和法规对女性的权益予以保护，使她们能顺利重返工作，这对于那些从事服
务性或其他技术性较低的行业的职业女性而言可能是有效的；但对于那些从事技术性较强工作的女性
来说，就算她们能回到工作岗位，也会因为业务上的生疏和相对倒退而无法与男同事竞争，因而难以
做出应有的成绩。
另外，假如真的实行了“妇女阶段性就业”政策，那么，对企业单位而言，多招聘女性工作人员就意
味着成本的增加和收益的减少，即产生“性别亏损”。
这样，女性在就业市场上的出路将会越走越窄，结果大量女性将因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回到家庭。
显然，这无异于“妇女回家去”的观点。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是社会工作系列丛书之一。
社会工作者为了有效地进行这项事业，必须对人类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所产生的行为变化进行科学的
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目前，我国虽然没有全面系统地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关系的论著，但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不
同方面、不同层次，就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类行为的发展提供了不少研究成果。
作者在认真学习和研究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比较全面、系统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阐明人类行为和
社会环境的关系，为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由于作者专业知识和理论水平所限，社会工作实践经验不足，本书肯定存在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及读
者指正。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有关学者的某些观点，并引用了一些资料，已在本书中分别加以注明。
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  者    2002年3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编辑推荐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
法体系，我们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下组织出版了这套（（社会工作丛书）。
作者是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学科前沿意识强，介绍了国内外社会工作的最新
研究成果，同时也发表了许多自己的独到见解，常常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
社会工作将是21世纪一门前途广阔、迅速发展的新兴学科，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
社会稳定与繁荣做出巨大的贡献。
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为我国社会工作的专业教学与研究、社会工作者发挥参考作用，能够更多地成为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喜爱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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