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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脑的自动加工是人类学习和进步的终南捷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熟能生巧”，表明重复存取的记忆

往往具有“一触即发”的潜能。要跳出绝对化思维，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类认知行为的自动化现象。基

于“大脑的自动加工”的思政课堂教学，要秉持思想“站位”、专注学习“本位”、着力施教“定位”、

彰显方式“进位”、呈现生活“方位”，以教学内容的情景化、教学方法的多元化、教学环境的积极化

创设“无意识输入”思政课堂，积极促进隐性知识的转化，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实现知识“自动化输出”

的教育境界，发挥大脑认知加工的自动化在思政课堂教学中的优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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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the brain is the ultimate shortcut to human learning and progress. 
There is an old Chinese saying that “practice makes perfect”, indicating that memories that are 
repeatedly accessed often have “hair-trigger” potential. We should get rid of the absolutist think-
ing and look at the automation of human cognitive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teaching based on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the brain”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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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hold the ideological “position”, focus on learning “standard”, focus on teaching “positioning”, 
highlight the way “carry”, present the “orientation” of life, create “unconscious inp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with situational teaching content,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and active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cit knowledge. Let the stu-
dents realize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automatic output” of knowledge by osmosis, and give play to 
the advantage effect of the automation of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the brain in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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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的精神世界是由意识和无意识两部分构成。固然，人的精神生活以意识为外显的主要特征，在学

习生活中发挥主导控制作用，但是无意识的效力同样不可小觑。因此，要全面分析利用大脑自动加工过

程中的“无意识学习”，充分地调动无意识学习的积极性，实现知识潜移默化地输入、加工、输出[1]。 
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的根本任务就是“立德树人”，本质上是顺应自然天性、展现

自由本性，发现优势、发挥优势和发扬优势，让教育成为照亮生活幸福感的灯塔。以往的思政课堂教学

主要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系统的外显学习来传输科学理论，强调理论知识的客观性。但一味地强调

“术、法、器”的教学会让“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问题边缘化。如何有效利用

和开发思想政治教学活动中有益的“无意识”实现大脑自动化加工，于“春风细雨润心田”中习得思想

政治理论知识并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价值观，这需要我们立足于学生的学习方式，基于学习心理和学

习情感构建改革路径以达到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从而实现全方位育人。 

2. 基础理论阐释 

2.1. 大脑的自动加工 

意识连续体理论认为，任何一种学习任务都是连续体上的一点，既包含了意识加工，也包含了无意

识加工[2]。 
大脑的自动加工是人脑对于非注意对象的加工，是一种不受意识控制的加工，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

完成了信息获取和整合，俗称“潜移默化”。人脑信息处理自动化具有普遍性，大脑的自动加工就是无

意识状态下习得某种知识的过程，这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效果更为明显。伴随实践活动而不自觉地形成

某种认知，即是实现了大脑的自动加工。“淬火效应”又称冷处理，无法解决问题的暂时搁置，其间大

脑的自动加工后或许可以迎刃而解。研究表明，无意识学习是一种本能，各种内隐认知活动、无意识输

入、自动化输出等，都是人脑信息自动加工的表现。 

2.2. 内隐学习 

1967 年，美国心理学家 A.S. Reber 对内隐学习进行首次概念阐释[3]，他认为内隐学习是个体在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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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无意识地获得知识经验的过程，在此环境中个体虽然无法意识到影响其行为的“因子”，但任务

表现却表明个体已经获得了相关知识[4]。特定规则下的无意识学习过程是自动的、模糊的，但学习效果

是明显可观的[5]。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我国学者以 A.S. Reber 的研究结果为基础，进行创新性

研究，提出内隐学习具有高选择性、高潜力和高效性的“三高特征”[6]。“内隐学习”是人类认知活动

的机制，通过与外在因素的接触，可以自动或无意地掌握环境中存在规则的抽象知识[7]。因此将思政课

堂教学中的内隐学习界定为学生在复杂的环境中无意识习得思政理论知识并塑造其核心素养的一种学习

方式。 

2.3. 暗示教学法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心理学家洛扎诺夫利用了“大脑的自动加工”这一原理，提出了以“心理暗示”

作为教学手段，充分挖掘学生无意识的认知潜能，使学生在“无痕”中获得知识的暗示教学法。要求营

造轻松舒适的教学环境，学生以自然状态下的非理性认知参与学习，同时教师以科学的态度与尊重来看

待无意识学习的价值机制，实现教学关系的积极化。 

3. 基于“大脑的自动加工”的思政课堂教学的设计原则 

基于“大脑的自动加工”的思政课堂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育者觉察可利用的思想政治教学载体，

依托“无意识输入”课堂教学情景和一系列教学实践活动，打造以“潜移默化”施教为特点的思想政治

教学模式，引导受教育者无意识的心理倾向。 

3.1. “潜移默化”思政课堂教学秉持思想“站位” 

思政课以立德树人、培根铸魂为主渠道。办好思政课就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德铸魂，

秉持思想“站位”，切实达到思政课沟通心灵、启润心智、激昂斗志的作用。“潜移默化”的思政课堂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根基，用科学的理论启迪学生，夯实学生思想基础，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学生，

激发学生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8]。 

3.2. “潜移默化”思政课堂教学专注学习“本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在立德树人中发挥应有作用，关

键看重不重视、适应不适应、做得好不好。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

透、讲活[9]。”教学活动的设计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浅层感知，要注重增强思想政治课的思想性，

从感性共鸣走向理性认同，推进学、思、践、悟一体化。毕竟立足情境引申出的“脑补”是进化所赋予

人类最基本也是最强大的能力，也是大脑的自动加工过程，因此引导学生在求知的过程中自主搭建知识

脉络，形成规范体系；在明理的过程中将思想政治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既以“理”晓之，又

以“行”践之。 

3.3. “潜移默化”思政课堂教学着力施教“定位” 

准确把握思政课堂教学的“定位”，立足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因人因时差异化施教。充分

考虑青少年的思想状况和认知水平，精准定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由“大水漫灌”过渡到“精准滴

灌”。在思政课初期，创建体验式课堂，构建逻辑性的内容体系和哲理性的话语表达体系，以形象化

特征唤醒学生心灵；在思政课中期，辅以情境传递理论，使之从感性认同走向理性认知；在思政课后

期，以自主性学习之姿点亮理想信念之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实现思想熏陶、心灵启迪的境

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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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潜移默化”思政课堂教学彰显方式“进位” 

思政课堂实现“大脑的自动加工”要借助信息智能化技术手段，建立课堂新形式，以鲜活的事例为

引，化基本原理性知识于生活案例，关注传道授业过程中的关联性和整体性，以积极情感体验感悟建构

知识脉络。因此，开展思想政治教学要创新方式方法，运用“平等对话式”“情景交融式”等学生喜闻

乐见的方式，打造教学内容具象化、情境化的沉浸式思政课，多渠道整合课堂与生活，多举措调动教学

主体的广泛参与度。 

3.5. “潜移默化”思政课堂教学呈现生活“方位”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让思政课成为一门有温度的课。”[10]因此，要建立富有生活气息、体现

生活方位的思政课堂，把真善美融于思政课的课程体系，进而把知识体系转化为信仰体系，将学习的意

义融入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思考中，嵌入对美好生活的奋力追逐中，在学习致用的过程中加深记

忆，无意识地输入大脑。同时要求思政课教师既具有“经师”的专业素养，又富有“人师”的德行品格，

用心教用心悟，在思想政治教学中感染学生，以真理的力量引导春风化雨，润物于无声。 

4. “大脑认知自动化”在思政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机理 

思想政治课改革创新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这与其知情意行的统一属性一致。在思政课堂

教学中，理论灌输并不是传道授业的唯一渠道，大脑的自动加工为转变和提升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素质和

科学文化素质积累大量的感性认识，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对抽象理论的理性化。因此要将思政理论元素

与具体教学实践相融合，打造情境真实、蕴含思想的“大脑认知自动化”思政课堂教学。 

4.1. 教学内容的情景化 

基于“大脑自动加工”的思政课堂教学内容要始终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铸牢马克思

主义信仰之“魂”，要加大理论阐释力度，聚焦学生主体，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关注社会热点问题，

将基本原理化为生动案例，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学生悟道明理、学思践行。波兰尼在《缄默维度》

一书中提到：“我们知道的多于我们所能言说的[11]。”因此要注重教学内容的情境化，在科学的学

生观、教学观、学习观的基础上进行教学设计，注重隐藏在情境中隐性思想的传达与交流，由抽象说

教向生动感化，创新思政课话语的表达方式，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针对性[12]。
悄无声息的感悟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做科学理论的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真正达到入耳入心入

行。 

4.2. 教学环境积极化 

良好的学习环境就是一种隐性的学习资源。教学环境的建设，需要多角度、多渠道、全方位地构建

对学生的心理体验、行为方式产生积极内驱力的物质和精神环境，增加积极情感体验，形成“人人育人、

事事育人、时时育人、处处育人”的立体格局，让学习者在浸润的环境中实现知识与情感的飞跃。“大

脑的自动加工”就是无意识地获取知识的过程，学习环境的塑造对学生的“无意识”学习有着隐性效力。

因此，思政课要想实现知识和思想“无意识输入”和“自动化输出”，要以科学的思想理论“育”生，

以香甜的真理力量“化”生，立足于时代之问、中国之问，营造一个兼具自主性和规范性的课堂教学环

境。同时学校除了基础设施环境的建设，也要发挥校园文化的隐形力量，实现以文化人、以制塑人。正

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一个好的学校连墙壁也能说话”，这体现的就是校园物质环境对个体成长的影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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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教学方法的多元化 

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传统的学习方式已然发生变革，知识的碎片化、信息的流动性，增强了人们

知识的“无意识输入”。但“熟知并非真知”，要知道“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因此需

将系统化、条理化的思政理论附着、渗透、隐含于多元方式方法中，在此过程中指导学生识读理论以初

学、融于情境以悟学、讨论分析以思学、创新形式以乐学等，实现“学理”“明德”“铭史”“铸魂”

的“自动化输入”。多渠道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自主选择中加深理解、于多元活动中提升认识，最终实

现知识的“自动加工”，并在学思践悟中将外部思想内化为自我信念。总之，“大脑的自动加工”在思

政课堂教学实践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无意识建构知识体系，而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恰好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5. 基于“大脑的自动加工”的思政课堂教学的价值意蕴 

基于“大脑的自动加工”的思政课堂教学特别注重和谐性，否定一味灌输，鼓励采用情景引思、活

动体验等激发无意识学习的方法，让学生主动融入、自觉实现道德内化和行为转化，达到潜移默化、水

到渠成的无痕教学效果。 

5.1. 推动思想政治学科实现内涵式新发展 

首先，基于“大脑的自动加工”思政课堂教学融会贯通多种教学资源，立足于教材，又不拘泥于教

材。“无意识输入”的思政课堂教学强调潜移默化地获取知识，将学习资源引入课堂，辅之以现代教育

技术，延伸了思政课堂教学的时间和空间，丰富了教学资源体系。其次，基于“大脑的自动加工”思政

课堂教学兼容多种教学方法，相辅相成，于传统思政课教学方法中开创新局，并实现“变则通”。最后

基于“大脑的自动加工”思政课堂教学在环境氛围浸润导向上，仍是知识的学习、能力的锻炼以及价值

观的塑造[14]，立体推进思政课守正创新并实现内涵式新发展。 

5.2. 推动思政课堂内容革新、方法创新。 

在教学内容方面，应试教育体制下思政课教学内容一般为教材中记忆性、结论性知识，理论性富足

但鲜活性不足。就学生认知机制来看，显性知识的一味灌输会让“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一问题边缘化。“大脑的自动加工”的认知模式作用于思政课，能够引领思政课走出教材、走进

实践，做到知行合一，实现课堂与生活的对接，有效整合课堂内外的多种资源打造具有向心力和感召力

的高质量课程。 
在教学方法方面，现如今思政课堂教学方式形式多样但应试僵化，着眼于“大脑的自动加工”的思

政课，其“无意识输入”和“自动化输出”将有助于改进教学方法，积极“让学引思”。基于“大脑的

自动加工”全方位理路的思政课堂教学方法将会引领学生的全面发展，利用课程资源的丰富性与效用性，

将其中夸夸其谈的讲授化为栩栩如生的阐释，让课堂更加生动引人入胜，进而“无意识”地习得知识。 

5.3. 推动思政课堂教学实现思想与价值的引领 

在思政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动的、积极的知识探究者。传统思政课堂教学聚焦显性知识，关

注学生有意学习等理性的力量。但是仅单纯传授和实践理性的系统化知识，是不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的

[15]。思政课堂教学不仅是知识的传输与记忆，更应注重思想与价值的引领。基于“大脑自动加工”思政

课，以潜在“无意识”的作用机制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发生作用，形成积极正面的情感体验，克服应试

教育重理论轻思想、“只教不育”的倾向。思政课堂教学要遵守“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的规律，自觉

地把“学理”“明德”“铭史”“铸魂”结合起来，实现教书育人功效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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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与展望 

本文对基于“大脑的自动加工”的思政课堂教学进行了初步的整合取向研究，分析了基于“大脑的

自动加工”的思政课堂教学的设计原则以及在思政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机理及其价值意蕴。本论文所涉及

的发展前景就是在思政课堂教学中如何唤醒“大脑的自动加工”以实现“无意识输入”和“自动化输出”，

发挥无意识学习的功效，更多的部分仍然等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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