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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
1.1观察学习
班杜拉认为除去一些基本的反射行为之外，人类先天并不具

备各种技能，如果要习得各项技能必须通过直接的经验和模仿。儿
童是根据某种行为产生的结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来决定是否重复
该行为。如果儿童得到的是积极肯定的强化，他就会继续从事这一
行为；如果得到消极和否定的反馈，儿童会控制这些行为的产生。
观察学习受示范者活动的影响，示范作用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如何
把一些反应整合成新模式的信息传递给观察者。这一反应信息可以
通过身体的演示，图形表征，或言语来描述。因此，当个人所处在
与示范者相似的情景时，就会做出与之相似的行为反应。在观察学
习当中，儿童未进行实际的操作和直接受到强化就获得了经验的学
习，使得儿童在短期内能够掌握大量的行为模式[1]。

1.2自我调节理论
行为通常是在没有直接外部强化的情况下产生的，有些活动

是由预期的结果来维持，但大多数活动是由自我强化控制的。在
此过程当中，人以自我奖励或自我惩罚的方式来对自己的行为作
出反应。成人规定了一些有价值的行为标准，一般来说，当儿童
达到或超过这些标准时，他们会为之高兴，而当儿童没有达到有
价值的水平时，他们就会感到失望，由于这一分化的结果，儿童
最终学会以自我认可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反应。
儿童倾向于采用别人所示范的评价标准来评判自己的操作，并相
应地对自己强化。当儿童看到那些坚持高标准的原型，就会在获
得优异的成绩时才给自己奖赏，反之如果看到认为低成就也可以
的原型后，就会对自己最小的成绩进行强化。示范影响对成人的
行为标准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2]。

1.3交互决定理论
从社会学习观点看来，心理的机能是个体、行为以及环境这

三种决定因素之间的一种连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人的内部因素和
行为能够作为交互决定因素而相互作用，人的期待影响着他们如
何去行动，他们的行为结果又改变着他们的期待。人和环境两种
影响的来源是在潜在的环境影响中，行为部分决定哪些环境影响
能够起作用，反之环境影响也部分地决定哪些行为潜能能够得到
发展和应用。

1.4自我效能理论
自我效能是一个跟能力有关的概念，指个体在应对环境事件

时的有效性。作为自我的一方面，它指个体以自身为对象的思维
的一种形式，是个体对自身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一项任务所具
有的能力判断、信念或主体自我把握和感受，是个体在面临完成
某项活动时的胜任感和自信、自尊等方面的感受。在班杜拉看来，
个体的人生是否幸福，事业是否成功不是由环境造成的，而是个
体自我创造的结果。班杜拉认为，最能改变个人认知因素的是任
务成功时对个体带来的体验感，一个人自我效能感的高低会决定
他是否会愿意面对困难的情境。如果个体认为自身没有能力来完
成某项任务，他会产生恐惧感和逃避行为。自我效能感作为人主
体因素的一个方面，是个体人格发展的一项指标，是主体和环境
发生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体现出的自我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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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了社会学习理论。班杜拉对儿童社会学习的产生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试
图阐明人的行为模式是如何获得的。社会学习理论的核心是观察学习，主要观点有观察学习、自我调节理论、交互决定论和自我效
能理论，这些理论对当前的社会儿童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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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学习理论对儿童教育的启示
2.1 父母、教师应以身作则，为儿童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
社会学习理论重点在于强调观察学习是儿童习得社会行为的

常见方式，就这使人们更加重视起榜样的示范作用。父母的行
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童，儿童自身的性格、行为方式和兴趣
爱好都受到父母很大的影响。为了给儿童树立良好的榜样，父
母应以身作则，时刻规范自身的行为，来为儿童创造一个良好
发展的家庭环境。

2.2培养儿童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班杜拉和珀洛夫曾做过一项实验，安排儿童做一项手工作

业，在作业中操作的反应越多得分就越高。实验有外部强化
组、自我强化组和控制组，儿童在自我强化的标准下选择自己
的操作标准，只要他们达到了自我规定的标准就可以得到一些代
币性奖励，外部强化组在达到标准时由别人来进行奖励，控制
组在完成任务时没有奖励。结果表明自我奖励的儿童生产的产品
比没有奖励的儿童多一倍。由此可见自我强化的措施有很重要的
应用意义，目的在于教会儿童在各种条件下如何调节自己的行
为。只有让儿童养成自我强化的习惯，逐渐培养儿童自我控制
和自我调节的能力，使外在的社会行为内化为他们的内在行为标
准，才是使儿童得到更好地发展。

2.3陶冶环境和价值澄清来促进儿童的发展
社会交互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个体在和环境的交互过程中发

展的，该理论认识到了社会环境和人的内部因素共同对儿童起到
影响作用。可以通过塑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教育者创
设的教育情境，来促进儿童良好的身心发展。随着网络及大众媒
体的发展，儿童能更加轻易地接触到各种社会信息，我们应对会
造成儿童不良影响的信息环境加以管制。通过培养儿童的自我调
节能力，让儿童形成心理内部价值并来指导自身的社会行为，树
立良好的价值观。如培养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要对儿童好的行为
结果进行正面的强化，及时表扬和奖励。

2.4树立儿童的自信心
在儿童的社会学习当中，要面对难度不同的要求和任务，儿

童对自己身能否完成这些任务的自我评价，与能力发展有着密切
的关联。要增强儿童的自我效能感，树立儿童的自信心，可以鼓
励儿童对成功的信念，要对自己的能力有全面的认识，通过儿童
对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的能力发展，来建立稳定的自我效能感。
另外，可以教育儿童如何提高自信心和应对挫败的心态。

自信心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而缓慢的过程，是在不断的成
功体验的基础上，加深儿童的自我效能感而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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