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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view with student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new problems in the classroom have brought challenges 
to teachers and teaching. Teachers can help students shape correct behavior through behavior analysis strategie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lthough some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room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analysis, it may be more realistic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strategy in teaching and teachers’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How the behavior analysis strategy promotes the effective teaching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rategy 
can help th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research of knowledge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lassroom effect,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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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学生发展为主体的教学观以及课堂中的新问题给教师和教学带来了挑战。教师通过行为分析策略能够帮助学生塑造正确行
为，对学生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已经有学者研究了课堂环境与行为分析的关系，但是从教师的角度出发对分析该策
略在教学中的应用和教师的做法或许更能体现其现实性。行为分析策略如何促进教学的有效进行以及该策略的意义能帮助学
生掌握知识的研究对课堂效果的提高、教学方法的完善和教师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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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行为分析的目的在于研究学者公认的基本人类行为，并

确立自然规律在塑造人类行为方面的作用 [3]，它关注环境

和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影响行为的。行为分析者为了确保行为

分析的有效性，会选择语境与功能偶然性的方法，而不是具

体化的、假设性的心理解释 [10]。因此，行为分析者要避免受

到内部（情绪、认知）条件的影响，并应该基于融入社会、

身体条件、情感与认知环境等外部条件来对个人行为进行

分析 [20]。教育学通常使用演绎的方法进行学术研究。这种将

假设和理论引入实验，并将外部条件作为个人行为的考虑因

素的方法使行为分析所衍生出来的策略具有更加重大的社

会意义 [6]。

然而行为分析在教育上的应用存在一定的阻碍 [11]：行为

分析的教育作用被忽视；行为分析数据的确定性和控制性使

它容易关注行为本身，而忽视行为的潜在原因行为分，析作

为一种干预方法难以广泛应用到实际中。例如，紧随其后发

展起来的持认知主义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行为分析忽视了学

习渠道的多样性、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塑造作用，还有文化的

复杂性。然而，行为分析能够适应不同的领域，如教育、经

济和心理治疗 [5]。行为分析者能够以客观的角度明确目标行

为，详细分析行为的功能，创设有利于偶发行为的各种环境，

并对被试者进行测试 [7]。 然而，行为分析完全应用于教育领

域的难度还是相当大的。除了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的一些

地方政府和保险）能够承担这一费用，然而在世界上的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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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国家和地区，行为分析的应用措施并没有得到政府资助 [11]。

可以看出，如果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能够将行为分析策略熟练

应用于教育领域，则能够节省大量的财政支出 [25]。

尽管如此，行为分析应用于教育领域对教师了解学生有

很大的帮助，也能够促进有效教学的形成。它最初的目的是

帮助教师教授那些不愿意接受传统教学方法的学生 [8], 这将行

为分析与课堂教学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对教师的职责提出了

新要求，也发展出了应用于课堂教学的行为分析策略。早期

儿童教育协会具体规定了以行为分析策略为基础的课程是“被

认为适合 8 岁以下儿童的活动类型”[23]。然而，也有学者认

为这些规定不足以满足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和来自不同文化背

景的学生的需要。例如，美国的《残疾人教育法》(IDEA) 要

求教师具备评估挑战性行为的功能，此后它进一步强调教师

使用积极的行为干预和支持来满足残疾学生的教育需要，并

要求教师进行“基于研究的干预、课程和实践”[23]。这些要

求对教师有着严苛的审核 [4]，除此之外，环境条件也会影响

教师的教学实践和能力，因此教师需要不断地进行转变，而

教师的职能也在扩展。例如，学生是具有多样性特征的被教

育群体，教师则会关注于更具有个性特征的群体。也就是说，

教师的教学很大程度上会被学生的需求所限制。因此，如何

提高教师行为分析的能力需要被重视。

2 行为分析策略在教学中的应用

行为分析教学策略在是指将行为原则应用于教育领域从

而增加或减少学生的某种行为，这是一种适合解决不同学习

领域的学生和学生之间学习问题的策略 [23]。

教师基于上述原则的行为分析策略的分散教学，通常将

一组学生分成很小的管理模块并给定一个的任务。当学生正

确回答问题，就会得到奖励。由此得到一个结果：学生愿意

积极回答问题，因为他们会被奖励。教师运用测试与复习能

够很好的巩固和维持学生学习到的知识，同时也应给予学生

正确的反馈。测验能够了解到学生对某些知识的错误记忆，

并通过不断地正确的反馈来及时更正，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果。然而，这样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复杂的任务，因为教

师需要考虑学生是否具有独立学习的能力 [13]。由于学生之间

的个体差异使教师注意到学习过程的多样化，依赖传统的教

学方法很难让学生轻松地学习概念。教师可以运用区别性的

刺激方法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的理解能力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提高。例如，学生可能会被教导在与人开始交流

时如何回应“你好”；学生们在开始上课前先对“教师”这

一称呼做出反应，这时学生将学习到人与人之间的对话首先

以称呼开始 [22]。

泛化教学是在学习环境中发生改变学生在获得某一种技

能时，经过教师的引导，能够扩展到其他的领域 [21]。当学生

的学习受到了学习环境的影响，教师能够把握学生之间的心

理差异，培养学生集中注意力和独立反应的能力。例如，在

体育课堂情景中，体育教师通过不同形式的体能测试对学生

们是否掌握了体育课所教授的技能。例如，教师先为学生演

示正确的跳远动作使学生熟悉跳远的过程，并与具体的跳远

姿势相联系。学生们达到测试标准时，教师会告诉学生们他

们通过了测试，并对这些学生进行表扬。而某些学生没有达

到测试标准时，教师应该使学生集中注意力在的动作发力部

位或再次做出某一动作的正确示范，并在这些学生练习后再

次进行测试。当学生掌握了这些跳远动作，他们很容易进一

步学会沙坑跳远。这些具体的泛化教学方法能使教师注意到

学生之间的差异，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

生关系 [19]。教师通过强化和泛化的知识是教师进行有效教学

的途径之一，然而教师也要警惕教学中的过度泛化，即教师

的指导和扩展适度，并且在学生行为维持的后期，教师的指

导应该逐渐减少，这有利于学生技能的维持和其他领域的独

立应用能力的培养 [15]。

教学中的支持策略有许多形式，教师通常基于具体的课

程内容使用不同的支持策略。适当的支持策略也有助于提高

教学效果，重复失败的支持策略则是一种糟糕的教学方式。“最

少 - 最多”的策略以提供最少的帮助开始，如果学生需要帮助，

教师才提供额外的帮助 [17]。教师通过使用口头提示，手势提示，

姿势提示等方法，让学生在教师响应请求的过程中获得更多

的练习时间，而教师也可以对学生能力进行评估，判断学生

掌握了多少技能 [9]。除了考虑各种阶段测试以外，教师也应

注重课堂环境下的随堂测试。这种频繁地、小范围的测试方

法不仅对学生的充分评估很重要，而且对教师提升教学有效

性十分有帮助 [1]。 另一种“最多 - 最少”的策略用于学生初

次学习概念时，教师通过提示指导学生解决问题。教师通过

肢体暗示，模仿或者语言提示的学生，当学生逐步掌握技能

后，教师逐渐减少提示使学生能够独立运用知识。这种方法

能够弥补“最少 - 最多”方法的缺陷，即在获得知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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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产生更少的错误并最快获得技能。其中最重要的部

分是“逐渐淡出”的方法，它能够帮助教师引入教材的知识

点 [2]。例如，数学教师想让学生学到“锐角三角形”这一概念，

他们则会让锐角三角形的特征更加突出，教师可以告诉学生

“锐角三角形的每个角都不大于 90°，并且选择直角三角形

或钝角三角形作为对比物。之后随着学生逐渐掌握“锐角三

角形的概念，教师可以逐渐递减与对比物之间的差异。然而，

由于最初“最多 - 最少”的支持策略为学生提供较多的帮助，

学生可能会对这些提示产生依赖。更多的学者建议教师对学

生的自发反应做出奖励和强化，使更容易形成独立学习的能

力 [9]。这两种策略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更具有针对性。采

用传统教学法的教师通常通过书写板书来传授知识，但这种

方法似乎只考虑到了大部分学生的认知水平。可以看出，行

为分析教学策略主张教师根据学生间的差异确定适当的教学

方法，以学生的特点为基础进行教学。传统教学方法正是因

为忽视了学生间的差异，并且无法了解到学生个体的特征，

导致了教学中的不足。

避免惩罚策略建议教师将积极的程序引入教学中。教师

如果通过“大喊大叫”“威胁”“羞辱”“剥夺某种权利”

的惩罚方法对学生进行干预，则会使学生对教室产生厌恶情

绪，因为“惩罚总是代表着失去控制”。因此，学生需要更

少的厌恶刺激和更多的积极刺激 , 如奖励。不可否认惩罚的

程序有时可以提高教学效率，特别是在学生的行为问题对其

他学生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的情况下 [1]。当然，教师在实际

中不太可能完全放弃惩罚方法，那么他们就需要在惩罚的道

德基础上对一些具体的情况采取具体的对策。 

3 行为分析策略应用在教学中的意义

尽管一些反对者认为这种教学策略会忽视人性某些重要

方面，但支持者却认为，行为分析有助于教师帮助学生实现

某种特定的理想行为或思维方式。行为分析教学策略通过控

制学生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来确保学生能够学习到他们需要

掌握的 行为和知识。教师关注与确定学生某一行为发生的可

能原因，通过教学设计，策略和实践来激发学生的潜力，以

达到教学目标中学生应达到的学习效果 [24]。在大多数情况下，

有行为不佳的学生存在的班级的教师往往会花大量时间来管

理这些学生群体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知识教学时间。例如，

在一个班里，一个学生有向同学扔东西的习惯，并制造不必

要的噪音，这往往会引起很大的骚动。教师需要花大量的时

间来控制这些学生，同时也确保他们不会打扰自己的课堂教

学效果。然而，最后的结果是教师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学生

的行为管理上，而不是有效教学上 [18]。

使用该策略进行教学的教师也应确保现有的教学机制能

长期维持教学目标中期望学生达到的状态。学生持续的行为

或思维上的倾向能够指导他们的行为和学业成就，并且帮助

他们适应环境的变化 [14]。在这一过程中，学校的教师可能会

通过惩罚和负强化的方式纠正学生的不良行为，但由于这些

方式只存在于学校和课堂这些特殊的情景中，一旦学生不受

教师管理，学生可能又会重新恢复他们的坏习惯。通过分析

确定学生不良行为和思维方式的可能原因，并帮助学生保持

良好的习惯是教师在学校和课堂中面临的问题的补救措施。

因此，将行为分析策略应用于教师教学中是为学生获得良好

的学习环境而进行有效教学的有效手段 [21]。当然，在学生发

展这一大范围领域中，教师与环境的作用不可能完全决定学

生的发展和行为动向。此外，许多学生的成长实际上是内在

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为那些仍然在等待表

现。从长远眼光来看，学生如果想要发展出超过教学目标的

能力，那么教师的责任的确不容忽视。

行为分析策略也被证实对特殊学生发展有着重要的意

义。例如，患有自闭症或精神健康障碍的学生被证实存在学

习困难，并且由于他们的行为和判断方式的不同，这样的学

生往往会给周围的人造成紧张 [8]。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学习

普通的课程是很困难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学生不

服从教师和家庭教师管理，更甚者无法达到教学目标的要求。

在学校里，这样的学生可能会被认为对学习的环境产生不利

影响，从而限制他们在课堂中的学习的权利。而普通的教师

在教他们时也感到很困难，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会

在没有教师允许的情况下做出“非正常的行为”[16]。然而，

通过行为分析策略，教师能引导这些学生去做学生想做的行

为，从而提高他们的智力。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学生可以完

成课堂作业和参与教学活动。

大多数不使用这一策略的家长在他们孩子的学习生活中

使用了大量的资源和支出，却不一定会提高孩子的学习能

力 [7]。然而，行为分析策略通过使学生自然地了解自己和自

己学习能力的学生积极地参与教学活动，从而提高了他们自

己的学习成，我们更应该把这种策略当作对学生关注点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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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不是对学生的限制。行为分析教学策略更关注于对学

生的功能性评价，这有助于教师决定采取哪一种策略来对学

生教学，使他们应对课堂中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

4 结语

教育的复杂性，包括社会、政治和财政方面的挑战，使

教师面临的任务变得困难，因为他们要应对各种状况，包括

有差异的学生、班级规模的扩大、缺乏家长的参与以及预算

的限制，所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需要教师，家庭和整个社

会共同的努力。如果各方面对学生的要求标准不一致时，学

生的发展将会很难进行。父母如果没有尽到帮助教师教育孩

子的责任，那么很可能孩子们中的一些坏习惯来自他们的父

母和家庭。例如，在家庭中，有些父母不负责任，在解决家

庭矛盾时使用非常贬义的语言。当学校的教师告诉学生使用

贬义的语言是错误的，学生似乎不理解，因为他的日常生活

中充斥着贬义语言 [12]。

当这一策略被很好地理解时，应用于现实中的教学环境

会有不错的效果。这是因为该策略有助于教师和学生之间建

立良好的关系，从而使教学过程取得成功。此外，教师所做

的决定是基于他们对学生的了解和测验，因此教学是有效的，

因为教师对每个学生的要求都是根据他们的能力来规定的。

这一策略还通过加强学生们的良好行为来创造一个有利的学

习氛围，确保学生之间的良性影响。尽管这种策略提供了一

个可行的、实用的、现实的、经济的选择，但仍有必要将家长、

教师和学习者等众多相关者纳入共同努力的队伍中来。通过

各方面的参与和努力，学生的学习过程得以成功，行为得以

维持。因此，行为分析策略的正确应用对于整个教育系统的

变革和成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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