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7·

2021年第7期(总第728期)                                                科学咨询/教育科研                                                             高等教育

二、问题拓展
若椭圆曲面不固定，质量为 M，质点将在什么位置与椭圆

分离？

分析：当椭圆不固定时，质点向右下滑的同时，椭圆将向

左运动，两者在水平方向动量守恒，设质点相对于地面水平速

度为 v1x，竖直方向速度 v1y，相对于椭圆速度为 v2，椭圆相对地

面速度为 v3，根据相对运动关系有：

1 2 3sinxv v vα= −                  （12）
1 2 cosyv v α=                    （13）

对质点与椭圆系统根据功能原理和动量守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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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K=M/m，由（12）~（15）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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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N=0 时，椭圆曲面水平方向受力平衡，为惯性参考系，

以椭圆为参考系，对质点根据圆周运动规律有：
2
2sin vmg mα

ρ
=                    （19）

由 (5)、(6)、(16)、(19) 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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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分离位置为 φ=φ2，由（20）可知 cosφ2 与曲面跟质点质量

之比 k，椭圆长短轴之比 a/b有关，当 k=1，a/b=2时，式（20）变为：
3cos 3cos 2 0+  − =ϕ ϕ               （21）

根据卡尔丹公式法，解式（20）得 3 3
2cos 2 1 2 1 0.5961 = + − − ≈ϕ ，

同时将 a/b=2 代入式（10）得 cos φ2≈0.5233，故 φ2＜ φ1，由此

可以看出椭圆不固定时质点与椭圆分离时下落的高度更小，将

更快与椭圆分离。

将式（9）中 1
a k a
b k b

→
+ ，即变为（20）式，因此质点

与椭圆分离下落的高度随 a/b 变化图像与图 3 形状相似，曲线

竖直方向低于图 3。当 a/b=1 时，式（20）变为文献 [1] 中式（11），

为质点沿半圆下滑时的情况。当 k → ∞ 时，（20）式变为式（9），
与椭圆曲面固定时情况一样。质点在椭圆曲面上运动的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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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cos α由式（5）给出。对比式（11）、式（22）以

及 φ2＜ φ1，可知 t2＜ t1，若给出具体的 a、b、k，由式（22）
作积分即可算出运动时间。

三、结束语
本文探讨了质点沿椭圆曲面下滑的问题，给出了质点的速

度表达式、质点与椭圆分离的位置，以及质点运动时间公式。

当椭圆曲面固定时，参数 φ=φ1 时，质点与椭圆曲面分离，当椭

圆曲面不固定时，质点将与椭圆分离时下滑的高度变小，运动

时间变少，且椭圆与质点质量之比越大，分离的位置越接近椭

圆曲面固定时分离的位置，当椭圆的长短轴之比 a/b 越大，分

离的位置越接近椭圆曲面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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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行为矫正技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受到我国教

育工作者的重视，在几十年的完善与发展中，行为矫正在教育

领域的运用不断受到老师、家长的认可。家庭与学校、儿童教

育与成人的行为改善中，都有行为矫正的身影。在理解理论和

方法的基础上，在实践中运用技术、总结经验，有利于推动行

为矫正更好地为教育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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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矫正技术在 20 世纪开始崭露锋芒，逐渐走进教育、心

理、医疗等领域，在世界范围获得广泛的关注。在我国，行为

矫正一直和心理治疗领域息息相关，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行

为矫正在教育上的运用受到高度重视，敞开了行为矫正在教育

教学领域的大门。如今，行为矫正正逐渐走出医院、走出学校、

走进每一个家庭，为我们子孙后代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行为矫正基本原理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

高菀彤 姜欣怡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9）

一、行为矫正的理论基础
行为矫正的理论基础由四个方面组成，包括应答性条件反

射（经典条件反射）、操作性条件反射、认知行为矫正理论和

社会学习理论。其中前两大理论是行为矫正理论的中流砥柱，

奠定了行为矫正的基础。[1]

应答性条件反射即巴浦洛夫主持实验的经典条件反射。在

实验中，狗在听到铃声（条件刺激）后获得食物（无条件刺激），

在多次实验后，即使没有食物，只听到铃声（条件刺激）的狗

也会分泌唾液（反应），形成了对铃声的条件反射。这一刺激—

反应的联结受消退、泛化、分化的影响。

操作性条件反射是新行为主义代表人物斯金纳的研究成果。

他先将饥饿的小白鼠关在箱中，随后让白鼠在无意间按压杠杆

获得食丸，在多次重复后，白鼠学会了按压杠杆获得食物的行为。

这一先有反应后引起刺激的理论与前者明显不同，但它同样受

消退、泛化、分化的影响。

认知行为矫正理论强调认知—情感—行为的和谐，通过改

变错误认知矫正不良行为。

社会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班杜拉，他强调通过观察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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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极其结果从而改变自身行为，是对学习者的间接强化。

二、行为矫正的原理与基本方法
行为矫正的具体方法有很多， 这些方法中有些是为了塑造

良好行为的， 有些则是为了减弱或消除不良行为的。不同的方

法有不同的理论基础。

（一）强化法

强化是运用强化物使特定的行为得以发生、维持或改变的

过程，分为正强化和负强化，尤其要关注正强化，它既是行为

矫正的理论又是不可或缺的方法。

强化的施行依靠强化物，正确选择被矫正者喜欢、不损害

身心健康、容易使用、能立即呈现、不易饱厌的社会性强化物（优

先选择）是施行强化的关键。

（二）惩罚法

惩罚是当被矫正者表现出不期望行为时，立即施加厌恶刺

激，从而使被矫正者表现该行为的频率下降或消失的过程。惩

罚尤其要注意厌恶刺激的强度，我国素质教育不提倡使用惩罚。

（三）消退法

消退是使行为减少或消失的方法，即对强化过的行为不再

强化。值得注意的是其不能运用于上瘾行为。在施行过程中可

能会出现消失爆发的现象，需要矫正者坚持本心，切不可动摇

以致适得其反。

（四）塑造法

塑造法作为一种连续不断逐一强化被矫正者更为接近目标

行为的方法，主要用于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是一种循序渐进

达到目标行为的方法，需要配合强化共同使用。

（五）渐隐法。

渐隐法是通过矫正者改变控制刺激，直到被矫正者对部分

变化或全新的刺激，仍可作出相同反应的过程。在不断减少刺

激的过程中，达成目标行为。此方法同样需要强化的参与。

例如：儿童练字的过程：首先练习基本笔画，其次描红，

再次描虚线字帖，最后才能独立地在空格里书写。

（六）链锁法

链锁法通过形成刺激—反应链来建立新行为，更适合于比

较复杂的行为。每一个小环的顺利进行同样离不开强化。

除了既是理论又是方法的强化外，其他五种方法均建立在

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基础上。除此之外还包括建立在经典性条件

反射基础上的系统脱敏法、建立在社会学习理论基础上的榜样

法，以及综合应用原理衍生的代币制等多种方法。

三、家庭与学校教育的运用
教育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社会活动，起源于人类诞生之初。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婴儿从出生到儿童进入学

校之前，都在家庭接受教育。实际上，很多家长在教育中都会

不自觉地用到行为矫正的方法，比如答应孩子写完作业可以看

电视，吃绿色蔬菜可以在饭后吃零食的祖母疗法等。

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就需要家长的配

合，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同时使用科学的教育方法。

行为矫正技术的出现，正是为家长提供了教育儿童的科学方法。

例如：儿童学习走路的过程多半在家庭完成，家长在儿童出现

行走反射时，要及时给予强化（夸奖、拥抱等）；在儿童可以

手扶物体站立时再次强化；在手扶物体可以行走时再次强化；

在儿童可以独立站立时再次强化；在儿童可以独立走一两步时

再次强化；在儿童可以独立走几步时再次强化；在儿童可以独

自走一段距离时再次强化；最后给予巩固性的总强化，以强化

儿童成功学会行走。这里运用的就是塑造法。

在达到适龄后，儿童的教育多半在学校中由教师开展。学

校作为第二教育环境，对儿童行为有极大的影响。教师在行为

矫正中担当矫正者的角色，对被矫正者的行为、身心发展特点、

性格特征、学习习惯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评估，制订有针对性的

行为矫正方案。同时，要尽量争取被矫正者及家长的支持。例如：

一年级学生点点上课随意说话行为。开始时，老师和点点约定：

每节课随意（没有经过举手、老师提问）说话次数少于或等于

5 次，即可获得一朵小红花的奖励。每获得三朵小红花可以换

得一次和豆豆（点点喜欢一起玩的朋友）课后出去玩十分钟的

机会。随着矫正方案的实施，每节课随意说话的次数限制会减少，

获得小红花的难度会逐渐提高。这里就应用了减少行为的间歇

强化法和代币制。代币的运用需要注意行为与代币的兑换比率、

代币与强化物的兑换比率、强化物兑换的时间和地点等方面。

学校中行为矫正的运用范围相对家庭而言进一步扩大——

被矫正的对象是全体学生甚至老师。教师应对学生课堂问题行

为的能力也可以通过分析问题、设计矫正方案、实施方案、研

究反思的方式加以改善。[2]

四、儿童教育与成人行为的运用
近年来，行为矫正的实施对象不再局限于儿童，逐渐发展

到成人身上，尤其在老人身上的运用逐渐增多。

儿童的行为矫正主要集中在小学，针对儿童扰乱课堂纪律

（擅自离座、随意发言等）、学习习惯不良（阅读、书写、计算等）、

培养良好行为（呼名反应、见面问好等）等方面。

行为矫正更是广泛地用于特殊儿童的教育之中。与普通儿

童的教育不同，特殊儿童的教育关注儿童全面发展的同时兼顾

个性发展、在缺陷补偿的同时注重潜能开发、满足社会需要的

同时关注个人发展。行为矫正的运用同样遵循这样的原则。例如：

发育障碍儿童是特殊教育的对象之一，患有发育障碍的人通常

都有严重的行为不足的症状。[3] 在方案设计时，要考虑为此类

儿童提供丰富的感觉经验来弥补行为不足的经验缺失；同时关

注发育障碍儿童可能存在害羞、腼腆的性格特点；有自己的兴

趣爱好；还要向儿童的普教老师、心理治疗师等相关人员了解

儿童日常学习、生活情况，选择有效的强化物等。矫正者要沟

通协调各方，尽力为矫正的施行提供支持环境。

成人范围内有和医学伴随产生的行为医学，针对病人紧张、

失眠等问题对引发病症的相关行为进行干预；利用系统脱敏法

消除恐惧；也可用于对抽烟、喝酒等行为的管控；团队效率的

提高等。

伴随年龄的增加和机体机能的衰老，一些老年人会患上老

年痴呆等智力下降的疾病，出现“返老还童”等现象，针对老

人不遵守规则、干扰他人等行为，子女同样可以制订帮助改善

的矫正方案。甚至针对老人防范意识薄弱，容易在经济上受骗

的行为，行为矫正同样大有可为。[4]

我国教育改革以素质教育作为主旋律，行为矫正技术可以

有效改善不良行为，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的展开。[5] 在掌握理

论的同时，我们要结合亲身实践，不断反思，促进行为矫正技

术在教育、医疗、社会管理等领域发光发热。

参考文献：

[1]吕静.儿童行为矫正[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2] 张彩云 . 提高小学教师解决学生课堂问题行为能力的

个案研究 [J]. 中国特殊教育 ,2010(8):91-96.

[3] 袁红梅 . 行为矫正技术研究综述 [J]. 零陵学院学

报 ,2004(9):162-164.

[4] 陆岷峰 , 徐阳洋 . 老年群体投资理财行为偏差

及矫正措施研究 [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9,47(5):115-124.

[5] 刘建君 . 行为矫正技术在儿童行为塑造中的应用 [J].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 ,2001(3):8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