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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培训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概况
。

时 勘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共

本文对西方
、

苏联和我国有关技术培训心理学研究的改革和现状进行了缘述
,

并据此分

析了该领域的发展趋势
。

笔者认为
,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
,

员工培训心理学已成为一个全球

性的研究新领域
,

不同的心理学分支的学者们纷纷参与研究
,

目前
,

研究者们注重方法学的探

讨
,

并特别关注对认知能力形成规津的研究
.

此外
,

由于国际技术交流的发展
.

跨文化培训的

比较研究亦引起各国学者的兴趣
。

最后
,

笔者提出了在我国开展技术培训心理学研究的初步

设想
。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
,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

一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正在经历粉

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
,

其突出表现是
,

传统产业中大云工种业已消失
,

取而代之的是在高技

术
、

服务性行业和信息业方面就业需求的迅速增长
,

这就迫切擂要对替换下来的人员以及阅

位在双人员进行新知识和新技能的培训
,

使劳动者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

(。m 翎加一州怡u o 。
,

】98 1) 而在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

大规棋的技术转让要求员工提商胜任能

力和专业水平
,

由此
,

技术转让带来了教育转让间题
,

即发达国家的培训模式伴随粉技术转让

愉入到发展中国家
.

如何使这些培训模式为摘入国所接受
,

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间题
。

(N月卜

~
k

,

19 83 )近年来
,

由于我国经济建设领域所进行的新技术革命和传统产业革命
,

职业技术

教育和成人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

据统计
,

我国劳动部门每年培训 200 万就业青年
,

而

在职工人培训每年达 20 00 万人次
.

存在的间题是
,

不论我国已有的培训棋式
.

还是国外引入

的培训摸式
,

都难以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对劳动者培训 日益增长的新要求
。

员工培训是一个与

心理科学密切相关的领域
,

为要提高员工培训的科学化水平
.

有必要对西方
、

苏联和我国有关

员工培训心理学研究的沿革和现状作一回顾和分析
,

以便拐示出其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间题
,

进而明确心理学所面临的任务
。

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基本出发点
。

一 研究沿革

1
.

西方的技术培训研究概况

这里所指的酉方
,

主要涉及美国
、

西欧和 日本等一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

西方的员工

培训心理学研究可以大致分为早期研究(上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

中期研究 (第

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
、

近期研究(五十年代至今)三个阶段
。

l) 早期研究

¹ 本文丹到位联仓教授的抬娇
.

特致魂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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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有关员工培训的心理学研究是在工效学领域里进行的
。

当时主要研究人在生产

或操作中合理地
、

适度地劳动和用力的规律
.

最早进行这方面研 究的是美国 F
.

w
.

Ta y -

fo r ,

18 81 年首创的
“

时间研 究
” ,

改进 了工人 的操作活 动
,

提高 了劳动效率
,

而 F
.

B.

侧lbr et h 夫妇的动作研究使得生产操作动作更趋合理化
,

两者的方法后来结合成了著名的
“

时间
·

动作研究
” 。

当时
,

欧洲还有一些生理心理学家对人的肌肉工作和疲劳(A
.

M~
,

18 8 8 , J
·

G
·

M a rey
,

R
.

5
.

W
o团w o r th , 19 0 3 . T

.

户J a i , 1 9 2 1 ; C
.

W
.

Ma n ze r ,

19 2 7 )进行 T

联系实际的实验研究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

英美等国为了提高对军事人员的培训效

卒
,

在人员选拔中大量应用了心理测验方法
,

这一时期培训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关注对人的

外显动作的客观分析
,

较少涉及心理因素
。

2) 中期研究

世界大战期间
,

美国进行了军事飞行员的心理选拔和操作能力的训练研究
,

此后
,

西

方一些国家由于战争的迫切需要
,

大力发展高效能和威力大的新式武器和装备
。

当时
,

由

于机械设计不当
,

造成了操作员因误读仪表盘和误用操纵器而出意外的情况
。

这些事故使

得决策者和设计师们认识到
,

人的心理因素是机械设计和员工培训中必须充分考虑的重

要内容
。

随着机械化
、

自动化和电子化的发展
,

人的因素在生产和其它活动中的影响越来

越大
,

人机协调的同题也显得越来越突出
,

于是与此相关的工程心理学也应运而生了
.

在

研究人机系统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时
,

学者们更加重视人的主导作用
,

更加强调机器设计对

于人的适应
。

3 ) 近期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

工业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革新
,

由于原子能的利用以及电子

计算机
、

各种自动控制装置的使用
,

一些技术学科的学者们曾经产生了将人从生产和控制

环境中排除的设想
。

当时
,

曾出现过用于简单加工工艺的
“

无人操作的工厂
” ,

但是
,

这种排

斥人的因素的
“

自动化狂热
”

很快就消失了
。

此后
,

有关人机系统中人机之间最佳交互作用

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

近年来
,

由于强调人的因素在现代生产中日益增长的作

用
,

与此相关的员工培训心理学研究得到了较大的进展
,

其成果主要反映在人事心理学和

工程心理学的文献中
。

目前
,

西方心理学家对时间一动作研究普遍持批评态度
,

他们认为
,

现代生产对技工的耍求更多的应是判断力
,

而不是操作动作
,

心理学研究的重心有必要从

感觉
,

运动因素转移到认知因素上来
。

据美国出版的《心理学年鉴》报道
,

工程心理学已经

从注意分配和内在模式的研究转入严密的智力工程模式和过程控制
。

自动化逐渐改变了

人们手工操作的规则
,

这种环境要求操作员在操作失误时能及时改变计划
,

否则会带来难

以想象的重大报失
。

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
,

它使得心理学家更加注

意核工业中人的因素的研究
。

在员工培训的研究方法上
,

西方心理学家认为
,

应该把培训

作为工作组织中的一个子系统来看待
。

在设计培训目标时
,

可以从组织分析
,

任务分析和

人员分析三方面来进行
。

而 1 9 8 3 年一 1 9 87 年间发表的有关文献中在评价个人需求方面

又增加了人 口统计分析 (de m ogr
aPh lc an al ys IS) 飞这使得培训需求评估方法更趋完善

,

一致

的看法是
,

在技术培训中
,

应该把研究的重点转向认知因素
,

即人的心智技能的培养
。

而有

关培训播求评估的分析结果还应与实际培训方案的制定联系起来
。

2
.

苏联的技术培训研究概况

苏联的技术培训心理学研究在总体发展趋势上与西方心理学是一致的
。

但是
,

由于与

西方在社会制度
,

研究方法论上的差异
,

也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
,

其主要成就体现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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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
、

教学心理学和近期的的工程心理学的研究中
。

l) 劳动心理学研究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
,

由于在铁路运辘中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等事故率的急剧增长
,

俄国心理学家就对决定劳动完成质盘的诸因素
,

如劳动者的心理过程和心理构成要素进

行了研究
。

十月革命后
,

苏联心理学家对劳动活动
、

特别是改普生产条件和劳动手段的研

究课题十分重视
。

到了 20 年代
,

在心理技术学的影响下
,

开展了一系列有关取业选择和技

能掌握过程的研究
。

后来
,

联共(布 )中央对儿童学的批判导致了心理技术学研究机构的关

闭
。

在此情况下
,

员工培训研究主要在劳动心理学领域进行
,

当时的中央劳动研究所就人

的生物特征和心理特征展开研究
,

解决了一系列有关培训和劳动活动方式的标准化问题
。

但是
,

在培训的指导思想上
,

由于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
,

片面强调对微动作的分析和

培养
,

这显然束缚了培训方法的科学化进程
。

不过
,

在 30 年代
,

一些劳动心理学家也开始

研究影响劳动活动的各种条件
.

这主要包括
:

是否意识到错误
、

自我监督的组织
、

快速操作

动作的形成等等
。

研究者们特别注意活动整体结构以及意识在操作技能形成中的作用
,

但

这方面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探讨
。

幻教育心理学研究

从 50 年代开始
,

苏联的教育心理学家就直接参与了职业技术培训的心理学研究工

作
。

一些智力活动的理论直接应用于职业技术培训
,

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
。

学者们分别

在现代工程师的技术思维
、

快速生产操作技能
、

自动化操作活动分析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

并在研究的指导思想
、

方法和手段方面进行了探讨
,

但研究多在实验室进行
,

其成果还有

待于迁移到培训实践中
.

3) 工程心理学研究

苏联工程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机器中心论
、

人类中心论和系统研究三个阶段
。

在第一

阶段
,

由于受行为主义的影响
,

分析人机系统时主要注意确定操作活动的
“
摘入

”

和
“

辘出
”

特征 .在第二阶段
,

操作员的培训和职业选择等问题成了研究的主要课题
,

与此相关的研

究有
:

人机交互作用分析
、

活动的生理
、

心理和算法分析
、

操作员的信息分层加工结构
、

启

发式概念等研究
。

到了第三阶段
,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动类型和技术手

段
,

员工培训面临着新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课题
。

苏联学者认为
,

目前
,

一些描述人机系

统功能的心理现象
、

心理过程的数学模型已显得论据不足
,

而采用传统的生理
、

心理指标

来评价解决问题的及时性
、

准确性
、

可靠性和功能状态
,

也不能满足对人机系统的研究需

求
.

当前的问题是
,

人机系统的设计者们尚缺乏在计算机讨论系统
、

自动化系统和人工智

能系统中有关人的活动规律的研究资料
.

苏联学者指出
,

心理学研究至今尚未涉及自动化

系统设计中人的活动类型等问题
,

也较少注意研究和设计在现代培训系统和训练器方面

的教学活动
。

3
.

我国的技术培训心理学研究

我国的技术培训心理学研究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

l) 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

我国早期的职业技术教育开始于清末洋务派开办的船政学堂
。

1 9 16 年
,

清华学校开

展的职业指导是我国注意职业心理的开端
。

从 20 年代开始
,

我国心理学家陆续介绍了一

些国外工业心理学和劳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

同时
,

也在职业选择
、

工业安全
、

职业训练
、

工作疲劳
、

工作方法与效率等方面
,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

发表了一些论述性的文章或著



应 用 心 理 学 ,9

作 (陆志韦
、

1 9 2 9 .吴蕴初
,

1 9 3 3 ,
肖孝嵘

, 1 9 3一, 播菠
、

陈立
、

陈德培
、

陈选善
,
1 9 3 5 ,何清儒

、

周先庚
, 1 936 )

.

当时
,

由于旧中国工业十分落后
,

加之各种社会条件的限制
,

除了在机械业

(南 口 )和纺织业 (南通 )进行过有关改善工作环境的实地调查之外
,

没能开展技术培训的

心理学研究工作
。

2 )5 0~ 6 0 年代的研究

到 了 50 年代
,

由于新中国工业发展的需要
,

心理学工作者在劳动心理学的研究方面

有了长足的进展
。

1 95 1 年
,

李家治等人参与的对
“

五一织布工作法
”
的总结是此方面的最

初尝试
。

此后
,

他们又进行了运动动力定型的顺序反应
、

预测运动行程的实验研究
,

力图探

讨技能熟练的生理机制和人对运动物体的知觉规律等问题
。

同时
,

在生产实际中先后进行

了工业事故的原因分析 (李家治
、

徐联仓
, 1 957 )

、

细纱工培训 (陈立
、

朱作仁
,
1 9 5 9 )

、

转炉炼

钢工人火锅视觉判断和 冲压工操作合理化(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劳动心理组
,

195 9 )
、

技

能训练 (李家治
,

196 2 )
、

装配流水伐传送带生产中的错误操作的心 理学分析 (徐联仓
,

196 2 )
、

精密检验的观察误差 (彭瑞祥
,

1 9 62) 和飞行能力的预测(荆其诚
、

林仲贤
,

】9 62) 等

方面的心理学研究
。

这些研究使心理学在实际应用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

但不够系统和深

入
,

这就难以避免学科发展的局限性
。

60 年代由于我国工程建设的需要
,

一些学者在铁路

灯光信号显示 (李家治
, 1 96 3)

、

采用言语反应代替运动反应进行操纵(徐联仓
,

19 6 4 )
、

电站

中央控制室信号显示 (曹日昌
、

荆其诚
,

19 6 6) 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

这些研究与 50 年代相

比
,

更加系统和深入
。

不少课题虽然是从实验心理学
、

工程心理学方面进行的
,

但均涉及操

作者对各种信息的掌握规律
,

对提高技能培训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

这一时期
,

有

关部门还进行了选拔
、

训练和飞行错觉等航空心理方面的研究
。

3 )近年来的研究

进人 80 年代
。
根据我国工业现代化的要求

,

心理学工作者在提高毛纺产品质盒(徐联

仓
、

凌文挂
,
1 9 8 1 )

、

降低心理负荷 (曹传泳
、

方俐洛
,
1 9 8 3) 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

从工效学角

度为培训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路
。

有关
“

车工操作的能力结构
”(张厚架等

,
19 8 4)强调在培训

中
, “

需要重视有关认知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 ”
我国新近开展的计算机心理学研究(王盆呜

,

19 8 5) 也把技能对策列为计算机应用和系统开发各阶段应采取的心理学对策之一
。

上述观

点为开展我 国技术培训心理学研究工作
,

特别是设计培训 目标
、

选择训练重点
,

提出了一

些较好的设想
,

但研究均未涉及技术培训 自身的动态过程
。

值得注意的是
,

近年来
,

随着我

国对外技术交流的发展
,

国外心理学家对中国人力资源培训 间题亦十分关注
。

有人曾就日

本的培训和发展模式在华人占 76 %的新加坡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 (P ut “& Y“由ika n a
,

198 5 )
,

山
d sa y 和 Dc m 侧泊y 一九八五年还在我国北京进行了有关商界人士对西方管理技

术的可接受性的研究(Lin
dsa y 乙 De m畔y ,

198 5)
,

一些研究结果还提请人们关注中国文化

模式在跨文化培训中的独特性作用 (Ia th am & 协Pi er
,

198 7 )
。

由此看来
,

我国心理学界确

实面临着结合中国经济和文化背景
,

研究现代技术培训心理学问题的迫切任务
。

二
.

发展趋势

从西方
、

苏联和我国的技术培训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
,

各国除了因社会经

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等不同而表现 出一些差异之外
,

它 们之问存在着更多的共同特征
,

从中

恰能揭
’

示出国际 员工培训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

笔者认为
,

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如下五

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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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

员工培训 已成为各国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

从西方培训心理学的发展过程来看
,

心理学家总是顺应当时的社会或经济发展要求

来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倾向的
,

它客观反映出的总体趋势是
,

科学技术愈进步
,

人的因家

愈显重要
,

与此有关的培训难度就愈大
,

因而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重要领域
。

而在苏联
,

盆

视
“
人的因素

”

历来是他们的基本出发点
,

近年来
,

此方面的系统研究更有所加强
。

在新兴

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

技术引进伴之而来的培训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

正因为

如此
,

美国出版的《心理学年鉴 》从 70 年代开始专门刊载有关培训心理学的文献综述

(Ca m pbe ll
,
19 7 1 )

,

( oo ld ste in
, 1 9 8 0 . W

e心ey , 1 9 8刁. 以th am
,
19 8 8 )员工培创11已成为国际心

理学研究的重耍领域之一
。

第二
,

心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学者纷纷参与培训研究
。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员工培训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

仅靠某一心理学分支是

难以胜任这一研究任务的
。

从各国研究情况来看
,

工业心理学
、

工效学 (或称人机工程学 )
、

人李心理学
、

劳动心理学
、

教育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们均参与了培训研究
。

目前
,

培训心理学究竟应划归哪一学科分支
,

人们的看法固然不尽相同
,

但是至少可以认

为
,

该领域需要多学科分支专家的参与才有可能取得长足的进展
,

这是值得我国心理学界

的注意
。

第三
,

培训研究更注皿方法学探讨
,

并不断吸取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新方法和手

段
。

培训心理学研究经历了
“

人如何适应机器
”、“
要机器适合人

”
和

“

系统研究
”
的发展过

程
,

这种进步显然要归功于系统理论的影响
。

西方人李心理学家在培训藉求评估方面的方

法学探讨
,

可被视为 60 年代以来的一个成功范例
。

通过培训需求评估可以明确
:

需要在组

织中的哪一环节(W h o r e )进行培训
,

有效的培训内容是什么 (W h a t)
,

受培者 (w ho )的原有

经验水平如何
。

近年来
,

山于微电子技术的发展
,

计算机辅助助教学(CA I)已广泛应用于

西方国家的总工培训
。

汇编栅格法(re pe rt or y grl d m
e th od )也在员工培训中发挥了良好的作

用
。

由于技术培训涉及特殊能力的形成
,

其教学方法和手段应有别于普通教育
,

而采用现

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新手段和方法显然是一种发展趋势
。

第四
,

培训重点逐步转向认知能力
。

纵观技术培训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

心理学家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技术

能力的关键组成要素方面的探索
,

这可以从他们选择研究课题的倾向性上反映出来
:

从上

世纪末至本世纪 相 年代
,

由于机械装置的自动化程度不高
,

对人的双手操作在速度和准

确一等方面有较高的要求
,

研究者更注重探讨有关外显的操作动作的掌握规律
。

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
,

由于生产设备的综合性和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

技术培训研究的内容更多

地转向人的心理 因素
,

并开始探讨生理因素与心理因素的内在关系
。

进入 80 年代以来
,

由

于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迅速转化为工业企业的生产力
,

电子计算机
、

机器人先后进入各生产

领域
。

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对劳动者的新要求
,

一些学者提出了在员工培训中重视认知能力

研究的新思路
。

这方面尚需展开系统的心理学实验研究
。

第五
,

跨文化培训的比较研究是员工培训领域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

跨国公司是各国技术交流的产物
,

它使得地域障碍退居次要地位
。

目前
,

急需这种比

较研究以确定依赖于文化
、

工作和人的更适于外籍人员的培训方法
。

目前
,

发展中国家的

培训问题也引起广泛的关注
。

有的学者指出
,

要使心理学更具有应用性
,

它应该出自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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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自己的研究
、

实践和检验 (人ym an
,

198 1 )
。

人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
,

发展中国家打破

不发达恶性循环的最有效方法应是提高本国培训者的素质
。

综上所述
,

当前国际员工培训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是
,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
,

员

工培训心理学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研究新领域
,

不同心理学科分支的学者们纷纷参与研

究
,

目前更注重方法学的探讨
,

并且更加关注对认知能力形成规律的研究
,

由于国际技术

交流的发展
,

跨文化培刃肠勺比较研究亦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
.

把握住上述发展趋势
,

对于

开展我国的技术培训心理学研究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

三
·

几点设想

通过对国内外员工培训的研究沿革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
,

笔者认为
,

我国心理学界
,

特别是与员工培训研究更有关的管理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领域
,

还很少有人参与这方面

研究
,

这种状况 显然落后于国际心理学有关领域的研究进展 . 同时
,

与我国当前大力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社会要求相对照
,

也是极不相称的
。

为此
,

在我国
,

应当刻不容

缓地开展技术培训心理学的研究工作
。

这里
,

笔者就开展此方面的研究工作提出几点设

想
。

第一
,

技术培训是人的技术能力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教育活动
,

对技术能力的理论探讨

在整个培训心理学研究中应居于主导地位
,

应从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的相互关系出发
,

探讨人在现代劳动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

技术培训的新特点以及劳动者技术能力结构各

要素由于生产设备自动化程度的提高
,

在相互关系上的新变化
,

从而确定培训的战略重

点
,

为培训体制的变革提供心理学依据
。

第二
,

开展系统的培训方法学研究
.

随着人机系统的日趋复杂化
,

对培训提出了新要

求
,

心理学研究为要适应这种变化
,

必须展开系统的方法学探讨
。

从实验场所而言
,

这涉及

实验室实验到现场研究的多环节系列
,

这里
,

既要深入研究其实验设计
,

也要根据现场耍

求进行准实验设计
。

此外
,

有关培训需要评估
、

模拟装置的研制
、

专家决策的功能模拟
、

电

化教学设备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
、

培训的教材结构和教学过程的设计
、

课堂教学与生产现

场的迁移问题
、

班级培训和个别化培训的方法问题
、

培训效果的综合考评等向题都盆要从

整体出发
,

全面规划
,

进而进行系统的方法学探讨
。

第三
,

开展人力资源培训与发展的系统研究
。

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大国
,

在

劳务市场调节
、

职业介绍
、

技术工人交流和农村劳务输出
、

培训制度与劳动工资制度的相

互配套等方面均面临着不少独特的
、

且有待解决的间题
,

这些都是急需研究的心理学课

题
。

第四
,

开展培训心理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

目前
,

随着中外科学技术的广泛交流
,

国外

培训模式的陆续输入
,

如联邦德国的
“

双元制
”

和 国际劳工组织的 ME s 模块式培训方法
。

因此
,

急待开展与此有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

此外
,

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在组织管理领域近

年来已开展了不少跨文化比较研究工作
,

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
,

而当这些成果转化到组织

管理者培训活动中时
,

也将面临一些培训心理学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