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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教学（suggestive teaching）

[ 作者 ] 大唐网 

[ 单位 ] 大唐网 

[ 摘要 ] 暗示教学，suggestive teaching，运用暗示手段，激发个人的心理潜力，提高学习效果的方法。 

[ 关键词 ] 暗示教学;suggestive teaching;教学理论

       暗示教学，suggestive teaching，运用暗示手段，激发个人的心理潜力，提高学习效果的方法。理论和原则  这种教学理论是保加利亚

的心理治疗医生G.洛扎诺夫创立的。他在1955年用暗示疗法治疗一个疲劳沮丧、记忆衰退的病人，使其恢复并且增长了记忆力。他经过9

年的实验研究，证实“暗示超常记忆力”的存在，因而建立了暗示教学理论和暗示教学法。暗示教学认为，理智和情感，分析和综合，有

意识和无意识，是不可分割的，而暗示是环境和个人之间一个经常不息的不知不觉的交流因素，能产生巨大的“熏陶”作用。所以教学过

程要通过暗示建立无意识的心理倾向，创造强烈的学习动机，开发潜力，提高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充分发展自

我。可暗示性是大脑接受或者唤起观念的能力，并使观念现实化为行动。威信——使人乐于接受的力量，是决定暗示接受性的主要因素。

人在清醒而放松的状态下，可暗示性和有意识的判断能力同时出现。因此，个人知道暗示过程，而且对它采取积极的态度，有助于增加学

习的效率。但是，可暗示性总是受到反暗示的抵制。凡是在逻辑上、感情上、伦理上与个人相违背的暗示，都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接受

新暗示引起心理共鸣，有时要以破除旧暗示为前提。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使人们能和环境保持平衡，而且一切有意识的活动都建立在无意识

的组合之上。个人的见解、动机和记忆都受感情、想象以及其他无意识活动的影响。各种感官所接受的无意识的知觉，只是外围知觉，不

是意识所关注的中心，但以后可以进入注意的中心。从外围知觉得来的信息，可以成为长期记忆的基础。暗示教学理论还认为，说话的内

容是思想交流的第一平面，说话的语调、节奏、表情、态度是交流的第二平面。听人说话时，注意其内容，是对特定目标作特定心理反

应，而语调等等是中心之外的背景，一般只作非特定心理反应。艺术的形式、色彩、节奏和韵律诉诸无意识的知觉和非特定心理反应而成

为最有力的暗示。暗示教学的原则是：①学生要有自信心，愉快而不紧张。②情感调节理智，无意识调节有意识。③设置情景，采用交

际性练习，短期内学习大量材料。④借助母语翻译对比。⑤师生相互信任和尊重。实验  暗示教学的实验先是从成人外语教学开始的。后

来，保加利亚的中小学运用它进行多种学科的教学，其中以进行为期一月的外语教学为主。这种教学，一班最多12人，男女各半。教室幽

静，光线柔和，桌椅舒适，排成半圆形。教师坐在末端。教师受过演剧和心理学的训练，能够运用姿势和语调并借助选定的音乐使得学生

理解词句的意思，进行愉快而不疲乏的外语学习。暗示教学在东西欧和南北美都曾试行，教学效果比一般方法稍好，但远未达到洛扎诺夫

所说的提高教学效率20、30倍之多。一些人士把暗示教学当作是外语教学发展的新方向。也有的应用心理语言学家认为，暗示教学的实验

内容不明确，程序不完备，统计数据有误漏，因此，实验的科学价值很小，而且记忆词句不等于学会语言，实验所得结果也距离预期的

“自我发展”这一目标很远。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