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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习理论是 本 世 纪 60 年 代 兴 起 的 一 种 理 论。
它 的 创 始 人 是 美 国 新 行 为 主 义 心 理 学 家 阿 伯 特·班 杜

拉。班杜拉的社会学习道德教育理论是当代西 方 较 有

影响的德育理论流派。社会学习理论强调人类 行 为 是

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儿童可以通过替 代 强 化

获得道德行为，其基本途径是通过观察学习。班 杜 拉

的社会学习理论对我国现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 和 学 校

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关于观察学习

社 会 学 习 理 论 是 阐 明 人 怎 样 在 社 会 环 境 中 学 习 ，

从而形成和发展他的个性的理论。社会学习是 个 体 为

满足社会需要而掌握社会知识、经验和行为规 范 以 及

技能的过程。班杜拉将社会学习分为直接学习 和 观 察

学习两种形式。直接学习是个体对刺激做出反 应 并 受

到 强 化 而 完 成 的 学 习 过 程。其 学 习 模 式 是 刺 激—反

应—强化，离开学习者本身对刺 激 的 反 应 及 其 所 受 到

的强化，学习就不能产生。观察学习是指个体 通 过 观

察榜样在处理刺激时的反应及其受到的强化而 完 成 学

习的过程。正因为人类具有观察学习的能力， 所 以 人

们 才 能 不 依 靠 尝 试 错 误 一 点 一 点 地 掌 握 复 杂 的 行 为 ，

而很快地学到大量的复杂的行为模式。由此可以看出，

观察学习在人类学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尤 其 在

青 少 年 儿 童 的 学 习 中 ， 观 察 学 习 的 地 位 就 更 为 重 要。
因此，班杜拉对观察学习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 究 ， 积

累了较丰富的实证资料。他的社会学习理论是 以 观 察

学习为核心而建立的。
班杜拉认为，除 了 基 本 的 反 射 之 外 ， 人 并 不 具 备

各种先天的行为技能。各种行为技能或新的反应模式，

或者是通过直接经验，或者是通过观察学习来 的。来

源于直接经验的学习的最基本形式是通过行为 所 产 生

的积极的或消极的结果进行学习。一种行为方 式 如 果

产生积极的结果，证明是成功的，它就被择取；反之，

如 果 产 生 消 极 的 结 果 ， 证 明 是 无 效 的 ， 它 就 被 抛 弃。
反应结果之所以能影响行为，是由于它具有几种功能。

第一，它具有 信 息 的 功 能。人 们 通 过 观 察 各 种 行

为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形成在什么场合进行 什 么 反 应

才 是 合 适 的 假 设 ， 而 这 些 假 设 将 指 导 下 一 步 的 行 动。
行为的结果一般是通过思维中介的影响来改 变 人 的 行

为的。
第二，它具有 动 机 的 功 能。过 去 行 动 结 果 的 经 验

使人能预料某种行动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 这 种 对

将来结果的预期会转变成为现在行动的动机。班 杜 拉

认为，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受预期的控制。
第三，强化的 功 能。班 杜 拉 认 为 ， 能 够 证 明 强 化

本身可以自动地塑造人类行为的证据是很少 的 ； 即 使

实验方法的改变能够使基本的反应在没有意 识 到 强 化

的条件下习得，这也不意味着复杂的行为也 能 在 这 样

的条件下获得。其实，强化主要是作为信息 和 动 机 的

因素发生作用。因此与其说行为被它自己的 结 果 所 强

化，倒不如说被它自己的结果所调节。在班 杜 拉 理 论

中“强 化”这 个 概 念 也 是 在 这 种 意 义 上 加 以 应 用 的。
如果人们只是通过自己行为的结果来学习， 那 么 学 习

就非常吃力，而且要靠运气。
由于人们在行 动 之 前 ， 至 少 可 以 用 一 种 近 似 的 形

式向榜样学习，他们就可以避免一些错误。社 会 学 习

理论认为，榜样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它们的信 息 功 能 引

起学习的。在观察过程中，人们获得了示范 活 动 的 符

号表征，这种表征指导他们进行合适的行动。观 察 学

习的效果取决于四个子过程即：注意过程、保持过程、
运动再现过程和动机过程。

二、关于榜样示范

示范影响的主 要 功 能 在 于 把 一 些 反 应 组 合 成 新 的

反应模式的信息传递给观察者。这种信息可 以 通 过 身

体演示、图象表现或言语描述来传递。除了 一 般 的 示

范，抽象示范和创造性示范在人类学习中也 起 着 重 要

的作用。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十分强调榜 样 的 示 范

作用，整个观察学习过程就是通过学习者观 察 榜 样 的

不同示范而进行的。班杜拉把示范分成如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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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为示范

即通过榜样的行 为 来 传 递 行 为 的 方 式 ， 此 方 式 在

对榜样的观察学习中占重要地位。行为示范无 论 是 对

动作技能的习得，还是对行为方式习惯的形成 ， 都 有

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 言语示范

即 通 过 榜 样 的 言 语 活 动 传 递 行 为、技 能 的 方 式。
言语示范在人的学习中应用范围广，具有特殊 重 要 的

意义。如根据教师的讲解学习定理和法则的应 用 ， 依

靠说明书学习机器的操作技术，通过报纸学习 先 进 人

物的思想行为方式，都是言语示范所起的作用。
（三） 象征示范

即通过幻灯、电 视、电 影、戏 剧、画 册 等 象 征 性

声物呈现榜样的行为方式，其优点在于可对同 一 榜 样

反复呈示给许多人，并加入放大、停顿等技术 ， 从 而

提高感染力，扩大教育范围。
（四） 抽象示范

即通过榜样的各 种 行 为 事 例 ， 传 递 隐 藏 在 行 为 事

例背后的道理或规范的方式。榜样遵照一定的 道 理 和

规范作出反应，观察者按榜样的行为倾向进行类似但不

完全一样的活动。就是说，观察者从各种示范反应中抽

取出共性的东西，以后再应用到新的具体情境之中。
（五） 参照示范

即为了传授抽象 的 概 念 和 操 作 ， 而 附 加 呈 现 具 体

参考事物和动作的方式。这种示范方式是对抽 象 示 范

的补充和强化，它对低年龄儿童的指导是特别重要的。
三、社会学习理论的特点

第 一 ， 社 会 学 习 理 论 的 基 本 观 点 是 交 互 决 定 论。
班杜拉认为，一种心理学理论的价值在于它能 否 准 确

地预测行为，它必须能正确地说明影响人的行 为 的 因

素以及引起行为变化的中介机构。
第二，承认直接 学 习 同 时 更 强 调 观 察 学 习 的 重 要

性，提出观察学习的强化机制是替代性强化。
第三，对观察学 习 进 行 了 大 量 的 实 验 研 究 ， 揭 示

了观察学习的过程、榜样示范和模仿学习的类 型。他

强调人能够使用语言符号，从而扩大了观察学 习 的 范

围并强调自我评价、自我调节、自我强化。
四、社会学习理论对现代德育的启示

首先，班杜拉的 社 会 学 习 理 论 提 出 榜 样 具 有 替 代

性强化的作用，这使人们对榜样在儿童品德教育中的重

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曾说道：很多父母为了防

止孩于打架，就在他们斗殴时打他们，这样做往往使孩

子间的格斗变本加厉了，这就是消极示范的影响。这提

醒我们，品德教育中应尽量多提供正面、积极的榜样，

少提供反面、消极的榜样。教育者应该要求自 己 的 行

为举止合乎道德规范，不但注意言传，更应该 注 意 身

教，使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另外，我们从班 杜 拉 的

实验中也看到年幼儿童易于模仿地位高的人 （如父母、
教师、英雄模范人物）；对受奖行为比受惩行为模仿的

可能性大； 敌 对 的 攻 击 性 行 为 最 易 被 模 仿。因此，电

视、电影中提供过多攻击性场面，是不利于儿童健康发

展的，即使是好的影片，教师与家长也应该加强指导，

以免儿童模仿与社会道德相悖的思想行为。
其次，班杜拉 社 会 学 习 理 论 在 方 法 上 注 重 吸 收 当

代 心 理 学 中 各 派 学 说 的 观 点 ， 博 采 众 长 ， 兼 收 并 蓄 ，

使理论发展更加完善。他注重基本理论的研 究 与 具 体

的实践相结合，十分强调理论运用于实践。班 杜 拉 通

过研究攻击性行为问题，用实验证明示范榜 样 对 儿 童

青少年的重大影响，用社会学习原理指导心 理 治 疗 与

行为矫正，对现代学校道德建设和家庭道德 建 设 有 很

重要的启示。
第三，班杜拉 主 张 辩 证 地 看 待 奖 励 与 惩 罚 的 教 育

价值，综合运用多种德育方法。过多的褒奖 不 仅 会 使

学生产生认为自己品德水平高的错觉而使其 看 不 见 自

己的短处和不足，还会因为高频率地、大量 地、廉 价

地使用表扬与奖励而造成学生对褒奖感觉灵 敏 度 的 降

低和兴趣的减弱，进而导致其应有的正强化 功 能 的 减

退甚至丧失。在这一点上，社会学习理论的 认 识 是 明

智而正确的，它告诫我们不要滥用表扬与奖 励。过 多

地运用褒奖确有使儿童受褒奖控制而削弱其 主 体 性 的

危险。实际上，适度的批评与惩罚也具有积 极 的 教 育

价 值 ， 因 为 它 可 以 对 儿 童 不 良 行 为 起 到 负 强 化 作

用———当头棒喝，使其“悬崖勒马”。当然，滥用批评

与 惩 罚 跟 滥 用 表 扬 与 奖 励 一 样 都 会 产 生 不 良 的 后 果 ，

应从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中接受有益的告 诫 ， 适 度

运用表扬与批评、奖励与惩罚的德育方法，两者结合，

辩证施教，相互取长补短，唯如此才能更为 有 效 地 促

进学生品德的进步。
综上所述，社 会 学 习 理 论 对 社 会 行 为 的 个 人 过 程

（获得、发展、调节、改变） 确有独到的研究。班杜拉

认为人类的学习方式不仅有直接学习方式，而且还有间

接学习方式，而道德行为也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和改变。
具体地说，控制一定的条件和方法，提供良好的榜样和

奖励良好的行为有助于学生品德的形成与发 展 ， 这 些

对我国现代德育建设以及教育教学改革都很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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