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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纳
, 一

是美国新行为主义心理学中最 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

一
。

他从事心理学研究五十余年
,

对推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

他 的新

行为主义心理学体系在国际心理学 界曾引起 巨大反响
,

以至到七十年代中期对其争论尚未停

息
。

本文试图对他的心理学体系中的研究方法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

斯金纳认为
,

心理学应 当是一门研究有机体行为的科学
,

而有机体的行为和外部环境之

间存在着确定的函数关系
,

因此心理学的研究就是寻找这种函数关系的具体内容
,

即在外部

环境中寻找各有关变量
,

然后再把它们和相应的行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

如何去获得所需要的科学资料呢 斯金纳认为必须使用象物理学
、

化学和生物学所使用

的纯客观的 自然科学方法
,

同时把内省排除于研究方法之外
,

这样才能使心理学纳入 自然科

学的轨道
。

下面让我们对之作一番具体的介绍和分析
。

一 强调必须使用 自然科学的方法

斯金纳说过
“

自变量必须用物理学的术语去描述
。

⋯ ⋯作用于有机体的事件应该有可

能以物理科学的术语去加 以描述
。 ” 工

他还指出
,

用数量化的术语 表示行为中
“

原因

—
效

果关系
”

这一科学规律的工作
“

必须在 自然科学 界限之内去完成
。

我们不能假定行为有任何

需要专门方法或特别知识的特殊性质
” 。 ’

斯金纳提出的 自然科学方法
,

具体说来包括以下七个方 面

在 自然条件下进行行为的因果观察
。

斯金纳认为这在研究的早期是很重要的
,

依赖

于这种观察所得到的资料
,

即使没有进行 明确的分析
,

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 有 用 的 素

材
。

在受到控制的领域中进行观察
。

斯金纳认为它比在 自然条件下观察所得到的材料更

为精细
、

结论也更为明确
。

斯金纳指出临床观察也能提供广泛的有关材料
,

用这种研究和测量法引出的行为易

于衡量
、

概括和与其它行为相比较
。

在更为严密的控制条件下
,

即在特殊的环境中 如在工业
、

军队和其它 研 究 机 构

中 进行广泛的行为观察
,

这时也需要使用较多的实验方法
。

后 人的行为的实验室研 究可以提供特别有用的材料
。

实验方法包括使用改善实验者与

行为的接触和改善实验者与引起行为的变量的接触的各种仪器
。

记录的装置使实验者有可能

观察较长时间的行为
,

而精确的记录和度量使得有效的数量化分析成为可能
。

实验室方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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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特点是可以精密地考虑对变量的控制
,

通过控制变量和观察结果可以显示 出 一 定 条

件对行为的重要作用
。

他在实验时
,

不相信用大员的被试和团体的平均反应间的统计比较
。

他说
“

从平均个体听得到的预见
,

对研究一个特定的个体的价值很小或毫无价值
。

一门科

学只有当它的规律是属于个体时
,

才有助于研究这一个体
。 · · · ·

一门只有关于团体行为的科

学
,

对我们理解特定的个案大概是不会有 帮助的
” 。

《’

低于人类水平的动物行为的实验研究所得到的许多结果也是有用的
。

斯金纳特别强

调用动物作为实验研究对象的重要性
。

著名的
“

斯金纳箱
”

就是以鸽子和 白鼠为被试的
。

他

说
“

从简单的事例开始
,

然后就分析能力的增长而推进到复杂的事例
,

是有极 好 的 理 由

的
。

如果这意味着人们从动物开始
,

强凋之点无疑是在于人和动物所共同具有 的一 些 特 点

上
。

然而能有所收获
,

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肯定什么是人类独有的特点
。 ‘

试

图把用动物进行有限研究得来的发展系统运用于人类社会
,

并且推广到人类经验 的 整 个 领

域
’

这种主张不能算错
,

从简到繁是科学运动的方向
“ 。

“ ’他认 为用动物作被试有其独到的

优 点 实验研究较为简单
。

基本的过程易于揭示和可能长时间地进行记录
。

观察不受

实验者和被试之间社会关系的暗示
。

实验条件能更好地控制
。

可以安排遗传历史
,

以便

控制一定的变量 也可以安排特殊生活史
,

以便控制另外的生活条件
。

例如
,

假如人们的兴

趣在于研究有机体如何学习看的行为
,

则可以把动物放在黑暗中生活
,

直到开始实验为止
。

有可能控制在人类行为不能轻易办到的现存环境
,

比如
,

可 以在大范围内改变剥夺状态
。

对于实验结果
,

斯金纳只乐意作客观描述
,

而不去提出任何假设性的解释
。

在他与

费斯特  合著的 《强化的程序 一书中
,

就只是描述了单个鸽子在约七

万小时内发出的近二亿五千万次反应
,

总共用了 幅图表对它们加以罗列
,

而几乎不加任何

解释和总结
。

这些
,

就是斯 金纳研究心理学使用的 自然科学方法的全部内容
。

概括而言
,

就是在 自然

的或控制 的条件下
,

对人和动物的行为进行客观观察和实验研究
。

不容怀疑
, ’

已们确实是研

究心理学的一些有用的方法
,

特别就动物对象而言
。

近七十年前
,

当华生出于对传统意识心

理学的反抗
,

举起行为主义旗帜的时候
,

他只是提出了心理学的一个新学派
,

却 没 有 通 过

大量的具体研究以获得令人信服的科学事实
。

斯金纳则在漫长的研究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生涯

中
,

应用 自己的独特方法
,

获得了有关人和动物行为的许多资料
。

因为人的行为和心理都是

在客观环境中产生
,

又因为从行为入手研究心理有时倒显得更为方便
,

所以应用斯金纳提出

的那些方法所获得的资料对于理解人的心理是有一定价值的
。

事实上
,

至今仍有不少心理学

者正在使用这些方法放他们的研究工作中
,

例如对学习过程的研究等等
。

另外
,

斯金纳提出

的一些分析资料的原则也是可取的
。

他提 出
,

需要对引起行为的各种变量进行分类
,

研究当

其 中的任何变量变化时行为亦随名变化的过程 需要把有机体当作一个整体进行分析
,
需要

,

考虑到 由于一定的复杂的安排
,

个体的一部分行为会引起 某些变量的变化
,

而这些变量正是

个体另一部分行为的原因 需要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在社会体系中的相互作用
,

一个

人常常是另一个人的环境的一部分
,

这种关系通常是互相依存的 品要分析在政府
、

宗教
、

精神治疗
、

经济和教育中控制人的行为的各种技术 需要分析作为社会环境的整体文化
,

并

研究人的行为控制的 一般问题
。

应该说
,

斯金纳的这些认识都还是有
一

定道理的
,

尽管由 于

他对人的行为
、

心理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片面理解而使他在 自己的实际研究中难以真正按这

些原则去做
。



但是
,

斯 金纳把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局限于他提出的 自然科学方法
,

就显然不全面
。

首先
,

由于心理学的特殊研究对象
,

这就决定了它除了使用一般 自然科学使用的研究万

法而外
,

更需要适合于它的特殊研究对象的特殊方法
。

斯金纳站在行为主义立场上
,

认为心

理学是一 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
,

而人的行为又表现为肌 肉
、

腺体的物理
、

化学变化
,

所以

只需使用类似于物理学
、

化学
、

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叩叮
,

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把心理学纳入自

然科学的轨道
。

这是斯金纳片面强调 自然科学方法的思想华础
。

但是
,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

本质上不同于物理学
、

化学
、

或者生物学
。

它必须把人对客观世界的土观认 识和意向过程
,

即吧感知觉
、

思维记忆
、

意识
、

个性
、

情绪情感等作为研究对象
。

要研究这些东西
,

光靠斯

金纳提出的那些方法是不行的
。

任何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功只有产生那种活动的主体本人才能

直接观察到
,

因而观察得清楚
。

因此
,

心理学还应该使用自我观察法
。

客观观察法必须和 自

我观察法相结合
,

才能取得有意 义的科学成果
。

斯金纳片面强调 自然科学的方法
,

还说 明他受蔽 于其它学利
·

沟影响
,

没有把心理学完全

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去加 以研究
。

心理学自宣告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来
,

很多心理学者一直

或明或暗地强调它在方法上和其它科学的共同性而忽视了它应有的特殊性
。

心理学的独立是

由生理学的带动而实现的
。

它的取得独立主要是由于方法上的改变
,

即抛弃了思辩法而采用

了实验观察法
。

但所采用的实验观察法却主要是 由生理学转移过来而稍加修改
,

并月企图向

物理学那样所谓精密的实验方法看齐
。

这就颇大地局 限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

而且 彭响到心

理学对自己的问题的看法
。

斯金纳虽然对意认心理学很反感
,

但却和它一样在研究方法上也

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

、

其 次
,

由于斯金纳不愿意承认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
,

导致他 片面地强调用动物作被试来

研究人的行为
。

在心理学研究中
,

可以用动物为被试
,

但在范围与结果分析上
,

都需慎重对

待
,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差别
。

斯 金纳也指出
,

以动物为 被试
,

可以对

照地发现
“

什么是人类独有的特点
” ,

但这只是他 的一种辩解
。

因为在他看来
,

人的独有的

特点仅仅是表现在行为的多样性
、

复杂性及成就大小方面
,

至于人能意识到 自己做什么又不

属于他的行为主义心理学需要关心的问题
,

所以本质上他是把人和动物同等看待
。

二 把 自我观察排除于心理学研究方法之外

斯金纳从否定人的内部心理过程对行为的作用的基本立场出发
,

在进行他的行为主义心

理学研究时
,

反对使用 自我观察法
。

他反对使用 自我观察法有三条理由

斯金纳认为自我观察的报告不能准确地反映人的内部状态的真实 清况
。

他说
“

描

述私人事件的术语必然是不精确的
。

⋯⋯最精确的感觉牛尺态的描述也不能确切地符合感觉状

态
。 ” ‘” 为什么 自我观察不准确呢 斯金纳认为原因在于言语社会不能够把自我描述的行为

放在私人 刺激的精确控制之下
,

而且会使身体的某些重要部分处于那种控制之下的神经系统

也没有机 会演化
。

也就是说
,

人的言语反映是由社会学习而来的
,

是 间接的
,

一

不完全的 同

时
,

人类还没有形成能够对神经系统本身的活动作出言语反应的那一类神经系统
。

他认为
,

从

人在进行 自我观察时使用的器官可以发现受到严重的限制
。

根据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的

知识
, “

自我观察必项局限于三 类神经系统

—
通向内脏的内感受性神经 抓统

,

通向骨骼肌

的本体感受性神经系统
,

以及主要地使人与环绕他的外部 世界相联 很的外感受性神经系统
。

这三类神经系统作为人类进化的自然选择结果而形成 它们得以选择
,

是由于它们在有机体

的内外结构中发挥作用
。

但是
,

作为由言语社会安排的社会列联的产物的自我 汰知在物种历



史上出现则晚得多了
,

并且这些列联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发挥作用
,

以允许一种恰当的神经系

统的进化
。 ” ‘。

斯金纳得 出结论说
“

试图观察一个人 自己体内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就象试

图去听超声波或去看超出可视范围的电磁幅射那样
。

脑是 特别缺少感觉器官的 它对刺激的

反应不是真正的感觉 它在行为中发挥很特别的作用
,

但不是作为称作 识知

的特殊行为的对象
。

我们决不能通过自我观察了解生理学家使用特殊仪器最终将会发现的那

些东西
。 , , ,

斯金纳认为自我观察的报告对于科学地分析人的行为没有必要
。

他指出
,

在分析行

为的因果链上
,

存在三个环节
,

第三环节 行为 是由第一环节 外部环境变量 所决定
,

两者之间存在着确定的函数关系
。

因此
,

了解第一环节
,

便能预测 第 三 环 节 , 控制第一环

节
,

便 能控制第三环节
。

这样
,

人在行为时内部的心理过程这种通过自我观察了解到的东西

对于科学地 分析人的行为便毫无必要
,

故此可 以撇开这种方法
。

斯 金纳认为使用 自我观察法有可能导致满足于对人的行为的心灵主义的解释
,

而不

去在人所处的外部环境中寻找行为的真正原因
。

斯金纳对于自我观察法的态度显然是存在片面性的
。

事实上斯金纳是把自我观察法卒同

于内省法来加反对
。

是一种用得不适当的自我观察法
。

不适当之处在于有些心理学者把人的

活动当作孤立自在的东西
,

在实验室的过分简单化条件下进行琐碎的观察
。

从 这一 角 度 出

发
,

对内省法提 出怀疑
,

是完全合理而必要的
。

但是
,

斯金纳是把自我观察法当作内省法来

加以反对是从他对人的行为
、

心理和环境之间关系的不正确认识出发而提出来的
,

因而难于

使人信服
。

首先
,

人确实不能象生理仪器那样感知其身体的生理
、

生化状况
。

但是
,

人的身体的这

种状况仅是反映人的心理活动情况的一个指标
,

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
,

否则无异于用神经生

理学取代心理学
。

此外
,

粗粗一想
,

我们确乎至今仍未发现脑内有一类了解脑的活动的神经

系统
,

而平时关于自己的感觉状态的报告不可能处于这类神经系统的控制之下
,

所 以难以相

信其精确性
。

但是
,

仔细一想
,

即使如斯金纳所说
,

待人类进化到出现了对脑的活动进行感
、

觉和报告的第四 类神经系统
,

那么这类新的神经系统的活动又由哪一类神经系统的活动来反

映呢 这势必需要第五类神经系统 照此追述下去
,

则或许需要无穷之多的神经系统
,

即使

如此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精确报告自己的一切精神活动
。

或者
,

人类只有等待到有了所谓的

第四类神经系统之后
,

才能较为准确地报告出心理活动的情况
。

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对人

本身的意识 陷入了不可知论
。

斯金纳在 《行为主义五十年 一文中
,

直截了当地说到
“

行

为主义的认识理论不下结论说人仅能知道他的主观体验
,

⋯⋯而是提出属于私人世界的事
,

如果不是全部地不可知
,

至少也不可能很好地 了解
。 ” 吕,

意识不可知论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一条重要理论
。

它完全是为放弃对意识的研究而提 出

的一种辩解
。

马克思指出
“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

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

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 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

即自己思维的现 实 性 和 力

量
,

亦即自己思维的彼岸性
。

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
,

是一个纯粹经院

哲学的问题
。 ” ‘。’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向人们揭示

,

自己的思想或意识或心理的东西的真实

性
,

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来检验
。

实在 说
,

如果按照斯金纳的观点
,

即人对自己感觉状态

的报告是不真实的
,

那么就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

就不会有社会活动 然而现实情况是

我们的确能够彼此交谈自己的思想感情
,

也能彼此了解相互的思想感情
,

而且这些交往 活动



常被实践证明是高度正确的
。

斯金纳在意识
一

间题上的这种不可知论
,

似乎是在主张唯物的观

点或科学方法的所谓客观性
,

而实际上却 向唯心论让出了地盘
,

起到了卫护并且也就是推行

唯心论的作用
。

其次
,

斯金纳否认人的内部心理状态在行为 中确定地存在着的作用
,

就等于否认了人的

主观能动作用
,

也否认了心理学的特殊研究对象
。

可以说
,

只要我们承认心理学的特殊研究

对象
,

即使是从人 的行为着手去进行研究
,

也不能对 自我观察法不加具体分析地一概排斥
。

还有
,

在 实际的情形中
,

倘若我们对人的每一行为都要 了解他的环境历史的一切方面
,

不仅繁琐
,

而且往往不可能
。

这时
,

如果我们直接地询问他的感觉状态
,

倒更为 简 单 而 可

靠
。

因此
,

即使研究人 的行为
,

自我观察也还是可以使用的 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更是大量地

使用它
。

最后
,

自我观察法使用不当
,

有可能造成某种陷入唯心主义的危 险
。

但即使如此
,

也不

能成为完全排斥它的理 由
。

斯金纳这种做法
,

似乎是一种
“

因噎废食
”

的毛 病
。

近 几 十 年

来
,

象当年的铁钦钠那样使用 自我观察法的心理学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
,

但是和其它的方

法结合在一起
,

自我观察法仍旧在发挥其作用
。

武德沃士在 年代新版的 《西方现 代心理学

派别 》一书中就指 出
,

据对美国 年发行的 种主要心理学杂志的统计
,

共 有 论 文

篇
,

其中 篇 占论文总篇数的 拓 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 自我观察法
。

就是斯金纳本人
,

尽管从理论上反对自我观察法
,

但却也不能不承认言语报告可以用来作为获得关于人的内部

状态的资料的一种来源
。

这说明了斯金纳方法论上的矛盾性
。

人们据此也许可以看出
,

斯金

纳的新行为主义心理学与传统的意识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争论与当年华生的战术几乎完全相

同
,

即
“

把 自我观察从前门赶出去而又让它从后门进来
” 。

总之
,

斯金纳在研究心理学的方法上坚持了老行为主义的原则
。

他坚持从可以直接观察

到的外部环境入手研究人的行为
,

对 自我观察的报告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

这就表明他的研究

方法是以操作实证主义为基础的
。

我们不能否认斯金纳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
,

如他创立了斯

金纳箱的方法
,

但也应该同时指出他受到操作实证主义哲学观点的束缚而在研究方法上并没

有什么原则性的创新
。

他在方法论上还完全是老行为主义的一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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