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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人本主义倾向

高中春

(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
,

长春
,

13 0 0 12)

摘 要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逻辑基础是他的一般学习论观点
.

其要义是强调主体因素对人类

行为的获得与表现和对人性潜能发挥的决定性
。

通过对主体因素的强调
,

班杜拉 自发地走向了人

本主义
,

从而使行的主义表现出与人本主义心理学渐趋一致的历史发展趋势
。

关健词
:
班杜拉 杜会学 习理论 行为主义 人木主义

班杜拉是美国当代社会学习理论的主要代表
。

正是他完成 了对社会学习理论的逻辑体系的建

构
,

使之与传统行为主义的理论逻辑相决裂
,

将行为主义推进到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
。

他的思想方法

使他自发地走向人本主义
,

并因此给他的理论体系披上一层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
,

从而使行为主义

表现出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相一致的发展趋势
。

1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逻辑体系

班杜拉是在与传统行为主义的继承与批判的历史关系中逐步建立并完善其社会学习理论 的
。

他的全部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础
,

是他那为人们所普遍拥有的
、

不被学理的成见所遮蔽的本真的生存

智慧
,

亦即他对人的存在的现实条件和状态 的直观把握
。

他的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他的理论勇气的

产物
,

即将他对人类行为之意识本性的直观洞见 以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
,

而不象古典行为主义者那

样简单化地把行为背后作为行为之本质的意识因素加以排除
,

也不象新行为主义者那样谨小慎微
,

为学理的成见所遮蔽
。

纵观班杜拉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

他的经验研究的兴趣

和理论的 内容在表面上经历了若干重大的变化
,

但这些变化 的实质则是他在有关学习问题上所把

握到的理论逻辑的历史展开过程
,

从而构成其社会学匀理论的逻辑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
。

5 0 年代后期
,

受塞尔斯关于儿童社会化过程研究的启发
,

班杜拉注意到了普遍发生 于人 类社

会生活各领域之 中的一种基本学习方式
,

即以师徒关系
、

正规教育等为手段而实现的知识或行为技

能在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传递过程
,

并将这种学习现象称为观察学习
,

认为一个完善的学习理论体

系
,

不仅应该包容这种 学习现象
,

而且还必须就这种学习现象如何可能的心理机 制作出说明〔`〕
。

对观察学习现象的承认和研究
,

在理论上要求班杜拉突破传统行为主义的人性观
,

而将主体因素引

人到对人类行为的获得与表现过程的分析之中
,

从而建立其一般学习论观点
。

班杜拉的一般学习论观点是他对人性及其因果决定模式 的理智把握
,

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三

元交互决定论
。

三元交互决定论探讨的是环境
、

行为以及人 的主体因素之间的交互决定关系
,

其中

每二者之间都存在着双向的相互决定关系
,

用图示表达为
:

撰
。

在行为主义传统的心理学研究

中
,

这个图示隐含着对传统行为主义心理学思想的重大变革
:
首先

,

行为决不仅仅是环境变化的 函

数
,

相反
,

环境的性质一方面决定于行为的激活和主体特征的诱发
,

另一方面也决定于主体对它的

把握 ;其次
,

心理学所要研究的决不仅仅是单项的行为
,

而是由 P
、

E
、

B 三者共同构成的交互系统的

整体
,

即人的机能活动 ( h u m an fu cn it on in g ) ;其三
,

个体的人格与命运决不是被动地 由环境决定 的

牺牲品
,

相反
,

人可以主动决定环境的性质并发展行为技能
,

从而获得对主体命运的自我主宰
。

三元交互决定论中的主体因素
,

包括人的生物的
、

社会 的及心理的诸属性或能力
,

特别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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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思维
、

认知
、

表象等的意识的因素或过程
。

因此
,

社会学习理论的建构
,

取决于班杜拉对 意识作 出

一种在科学范式上与行的主义相一致的说明
。

在这一过程 中
,

班杜拉得益 于信息加工心理学 的发

展
。

信息加工心理学不仅 以历史的方式论证了对内部过程进行科学研究的合理性
,

而且在理论 的

前提假定上隐含了对 内部 因素或意识及其过程的承认
,

因而它的产生与发展才具有对传 统行为主

义的革命性质
,

并保证 了无论 自觉或 不 自觉地利用或严格
、

或 宽松的认知术语来说明人类行为 的

各种行为理论
,

在性质上均属于社会学 习理论的范畴
。

当他的一般学习论观点确立后
,

班杜拉在 60 一 70 年代对观察学习现象进行了全面研究
。

观察

学习理论的历史意义
,

决不限于班杜拉对一种有史以来为行为主义所忽略的基本学习现象的发掘
,

而更主要地表现在它在行 为主义传统 内实现了心理学人性观的变革
,

从而不仅在理论上使观察学

习成为可能
,

而且赋予传统行为主义有关 以直接经验为基础的学习现象的经验研究成果 以合理 的

人性基础
,

并将后者的部分的真理性纳人其社会学习理论体系 2[]
。

事实上
,

班杜拉 对观察学 习现

象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建构
,

与他的一般学习论观点的形成过程是同步的
。

80 年代中期以来
,

班杜拉的学术兴趣转 向了对 自我现象的全 面考察
,

特别典型地表现为对 自

我效能理论的超越其它一切论题的研究热情
。

在班杜拉的理解 中
,

自我现象就是其三元交互决定

论中的人的主体因素在人的心理机能活动中的作用表现
,

而 自我效能现象则是表现为体验
、

信念
、

判断
、

价值观等的人性存在的超越方面
,

或用他自己的话说
,

是 自我的
“

现象学方 面
” ,

它渗透
、

弥散

于人的机能活动的各个领域
,

并通过选择
、

思维
、

动机及心身反应等 中介过程决定着个体人性潜能

的发挥
。

因此
,

在一定的限度内
,

个体必须对 自己的存在负责
,

他必然构成 自己未来命运的设计者
。

由此可见
,

班杜拉的全部理论的基础
,

是表现为他的人性观理论的他的一般学习论观点
。

三元

交互决定论
、

观察学习理论
、

自我效能理论等
,

均是其一般学习论观点的逻辑产物
,

并构成对其一般

学习论观点的理论逻辑的历史方式的实现
。

这些相对独立的理论形式
,

有机地组成 了他 的社会学

习理论的逻辑体系
。

2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人本主义倾向

班杜拉从来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人本主义者
,

他在学术上也极少与人本主义传统发生联系
,

但他 的思想方法和他的理论发展道路却决定并表明
,

他最终走向了人本主义
。

早在 19 7 7 年他就指

出
, “

行为理论的分析一般说来是一种现象学的研究
,

在这些分析中
,

主要强调的是 自我概念
,

它与

想象中忽视 自我评价经验的行为的研究方向是不相容 的
” ,

s[] 从而将自己 置于与传统行 为主义相

对立的位置
。

至于他的行为理论的现象学研究是什么
,

虽然他从来未给出系统的论证
,

但从他的理

论体系的性质及其发展趋势看
,

那就是他对行为的主观性及其对行为的决定关 系的理论把握
,

实质

上相 当于人本主义所理解 的行为
,

而不是传统行为主义剥离 了其意识层 面的那种抽象 的行为
。

及

至 1 9 8 6 年
,

他 的人本主义态度更趋明显
: “

在强调人性潜能的开发和 自我指 导能力的发展 方面
,

社

会认知理论与人本主义心理学拥有很多共同的主题
。 ’ ,

[’]

关于班杜拉及其理论的人本主义性质
,

历史学家们亦 已达成共识
。

黎黑在展望心理学发展趋

势时指出
, “

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似乎对恢复友好关系进行摸索
” 。
仁5〕他是从对行为主义和

人本主义之间的历史关系的考察中得 出这一结论的
,

就行为主义方面说
,

他据以作出此论的基础正

是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及其发展趋势
。

萨哈金更明确地指出
, “

班杜拉 的社会学习理论与人本主

义心理学是互相 呼应的
,

其中包括与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和伦理学的相互默契与投合
” 。 〔“ }

班杜拉及其社会学习理论的人本主义倾向
,

既不是在当代人本主义 心理学强劲发展 势力 的胁

迫下勉强为之 的
,

也不是由于他晚年致力于 自我效能现象的研究才偶然表现 出来的
,

而是由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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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学习 沦观点决定的
,

即由他相信人的思维
、

认知等主体因素对行为具有原因性质的影响这一理沦

信仰决定 的
,

因而在人性观问题上达到了与人本主义的趋同
。

从其理论体 系来看
,

他的人本主义特

征决定并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 一是对意识的理论本体论建构

,

表现为他利用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和

术语来说明内部 因素或过程及其与行 为之间的关系 ;二是强调人在其心理活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

表现在他具体分析 了人的基本能力以及这些能力如何介人到心理的机能活动 系统之中的机制
。

正

因为如此
,

他对心理学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论证
,

与人本主义者殊途同归
.

只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上
,

他

的观点不如人本主义者那么极端而已
。

对人本主义者而言
,

行为就是意识
,

意识就是行为
,

人拥有对 自我行为的绝对 自由
.

这是不需要

加 以论证的 自明真理
。

班杜拉 以其生存直觉地把握到了这一点
,

因而在行为主义传统内
,

虽然他承

认环境必然地对行为施加某种影响
,

但他同时也相信
,

在环境影响和生物从础的限度 内
.

人具有行

动的自由
。

人本主义者将人的主观性视为世界的终极基础
,

认为世界的存在依赖于人对它的觉知
。

与此

相类似
,

班杜拉赋予环境以潜在性质
,

认为纯粹客观 的环境是没有心理学意义的
。

一 个环境事件
,

只有当它被主体加以注意和认知表征后
,

才能进人主体心理的机能互动系统
,

从而获得对行 为的决

定力量
。

这就是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建构论
,

而建构论正是各种人本主义体 系的基本特征之一
。

在传统行为主义的任何体系中
,

人是没有 自我 的
,

因而造成它与人本主义心理学 的历史 的对

立
。

但是
,

班杜拉对 自我现象的关注不仅贯穿于其学术生涯的始终
,

而且还 占居了其晚年钓全部研

究兴趣
,

从而在行为主义传统的心理学内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

对 自我现象的关注
,

一方面

为班杜拉架起了一座通向人本主义的桥梁
,

另一方面也注定 了他与传统行为主义的分道扬镰
。

人性潜能假设和 自我实现理论是人本主义对心理学思想 的独特贡献
,

并构成几乎所有人本主

义心理学家理论兴趣的核心
。

班杜拉通过对人的个体属性和类属性的关系的考察
,

同样达到了人

性潜能及其 自我实现思想
。

他
一

认为
,

某一个体在他的活动领域内所取得的
、

人类在其全部历史中未

曾取得的成就
,

一旦进人人类普遍经验
,

便转化为他个体人性发展的潜能 ; 自我实现就是 个体在其

生活实践中逐渐获得人类普遍经验的某种具体形式的社会化过程
。

寻求与世界的合一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人格理想
。

班杜拉虽然没有直接论证这种人格理想
,

但在对有关以自我评价机制为基础的内在动机的论述中
,

他同样强调这种状态对个体人格及社会

的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

例如艺术家从事创作活动
,

并非想 以此获得某种外部奖赏
,

而取决于他

对创作活动及其作品的 自我评价
,

即赋之以某种意义 ;在这种创作活动 中
,

创作主体将 自己 的存在

溶人对象世界
,

从而获得 自我存在的根基
,

并在改变对象世界存在方式的实践中实现 自身存在的价

值和意义
。

以上是在若干重要方面就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所表现的人本主义倾 向加 以列示
。

事实上
,

班

杜拉对主体因素的强调决定了他的全部理论体系都渗透着人本主义的精神
,

虽然这种精神不是用

任何传统的人本主义理论术语表达出来的
。

所 以
,

虽然班杜拉以行 为主义为出发点
,

却以他的独特

方式走向了人本主义
,

从而发展出一种
“

人本主义的行为主义
”

体系
。

3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历史性质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行为理论体系
,

在西方心理学诸历史传 统中隶属于行为主

义范畴
。

但是
,

由于班杜拉承认并强调主体 因素对人类行 为的获得与表现和对人性潜能发挥 的决

定性
,

并利用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观点和术语来说明主体因素及其对行为的因果关系机制
,

这使他的

理论一方面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认知心理学的特征
,

另一方面也表现 出对传统行 为主义的超越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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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我们必须加 以审慎的历史评判
: 我们不应该根据历史的表象来理解

、

定位历史人物
,

而应该相反

地通过对历史 人物的分析来理解历史 的表象
、

把握历史的逻辑
。

就其行为主义性质而言
,

在行为主义的历史 中
,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构成一个转折点
: 就行

为主义 以否定意识的根本特征的狭隘意义而言
,

他的理论超越了行为主义的逻辑
,

或终结 了行 为主

义的历史 ;就行为主义以行为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涵义而言
,

他对意识的理论建构赋予了行 为

主义以合理的人性基础
,

并为在历史中作为心理学两大对立基础的行 为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结合提

供 了一个历史 的范例
。

20 世纪 50 一 60 年代构成了心理学大蜕变的一段历史
,

其时
,

传统行为主主陷人深重危机而步

履维艰
,

而信息加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则正在崛起
。

其中
,

信息加工心理逐渐取代传统行为

主义
,

发展为主流的学院心理学的统治形式
; 而人本主义心理学

,

至少在 当时
,

显得是与行为主义水

火不相容的
。

黎黑在 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
,

这种大蜕变最明显 的迹象
,

是 1 9 6 3 年召开的一次题 为
“

行为主义和现象学
:
现代心理学两大对立的基础

”

的讨论会
。

他指 出
,

会上
,

哲学家诺曼
·

马尔科姆
“

注意到 了一些行为主义者和现象学家们本身未 曾看到的事情
,

这就是二者的立场是可以相容的
” ,

并预言
,

如果科学心理学能将隐私的主观经验客观化
,

那么
“

这两种立场便会合而为一
” 。
仁5 〕我们或

可以认为
,

班杜拉建立社会学习理论是对这一预言的一种形式的实现
,

虽然他不 是 自觉地要将行为

主义和人本主义加 以结合
,

而是在自己的研究中 自发地走向了人本主义
。

如前所述
,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得以建立
,

并因而他的人本 主义倾 向得 以表达出来
,

得益于

信息加工心理学对思维
、

认知等主观过程所作的那种机械论的解释
。

虽 然信息加工心理学 尚未对

它的意识观作出系统的论证
,

并因为它
“

对意识重要性的怀疑而有可能和传统行 为主义一样失去存

在的可能
” ,

发展为
“

一种并不存在的心理学领域
” ,

6[] 进而使过分倚重于它的班杜拉及其理论面临

严重挑战
,

但它所研究的主题实质上是对意识过程的一种独特的把握方式
,

并因为它与行为主义的

默契而满足了班杜拉的理论需求
。

所 以
,

至少就积极方面而言
,

班杜拉的社会学 习理论是一种统一

的心理学体系
,

因为它既是行为主义的
,

也是认知心理学 的
,

同时 又是人本主义的
。

正如 巴伦所指

出的那样
, “

百多年来
,

心理学家们一直在寻求一种解释人类行为的
`

大理论
’

—
这种理论要对人

类行为这一复杂而令人留恋忘返的问题提供一个综合
、

准确 而行之有效的说明
。

虽然社会认知理

论 (作者注
: 指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尚未 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说明

,

但在 它那广博而精深的体 系

中
,

我看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这种大理论的曙光
’ ,

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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