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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法》 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

厦 门大学外文来 张秀明

(暗示法 )( Su g gest oe p i da
)形成于六

十年代末
、

七十年代初
,

其创始人是保加利

亚的医学博士
、

精神病疗法心理学家及教育

学家乔基
·

罗扎诺夫 ( L习az n o v
)

。

他曾成功

地把暗示法应用于外科手术中
,

使病人在无

麻醉的状态下毫无痛感地完成了外科手术
,

堪称奇迹
。

但把暗示法应用于各学科的教

学
,

尤其是外语教学中
,

效果最佳
。

美国
、

加拿大等国的许多学科都对暗示法进行了评

估
,

并做了广泛的试验
,

研究结果一致表

明
,

用暗示法教授的学生的成绩比用传统法

教授的学生好得多
。

但由于暗示法是人工设

计出来的
,

很复杂
,

很难实行
,

又由于在学

习过程中它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属于灵学王

国的一面
,

要把它全盘搬用于教学
,

需要对

老师进行全面的训练
,

且要有昂贵的教学设

备
,

如教室里得有高级音响
,

一个班只能由

8一 12 个学生组成等等
,

这在我国的外语教

学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

但能否部分地将其教

学原理应用于外语教学中呢 ? 笔者对此进行

了多年的实践
,

取得一定的收获
。

罗扎诺夫的暗示法把暗示应用于教学

中
,

其目的在于破除一切对暗示具有反作用

或抑制作用的因素
,

消除人们先有的条件制

约
,

以暗示的方式
,

使他们摆脱公认的
“

苦

读
”

的学习方法
,

充分发展人脑所具有的但

却只有极小一部分得到利用的潜意识思维
,

使大脑两半球的活动协调化
,

使其活动能力

达到顶峰
。

暗示法主要 由六个部分组成
,

即 : 威信
,

幼稚化
,

双平面
,

语调
,

节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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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音乐会场景中的假消极状态
。

据罗扎诺夫所言
,

我们之所以有权威这

一概念
,

那是因为我们不同程度地易受暗示

的影响
,

否则
,

我们就不可能学到知识
。

除

易受暗示的影响外
,

要接受某种知识
,

我们

还得非常尊重它的来源
,

把它视为值得记住

的重要东西
。

据认为
,

只有权威人士才能以

直接的语言暗示在有意识的知识灌输中获得

成功
。

也就是说
,

如果老师越有学术地位
,

修养越高
,

就越具有可信性
,

越能以直接的

语言暗示在有意识的知识灌输中获得成功
。

所以
,

对一名外语教师来说
,

注重业务水平

及自身素质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
。

作为一名

教师
,

不管在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方面

还是在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水平方面
,

都应

是学生的榜样
。

这里应特别强调教师的敬业

精神
,

对学生一视同仁
,

不管是好生
,

差

生
,

本科生
,

自费生
, “

都应把他们看作是

与自己一样的具有智慧的人而加以尊重与信

任
, ’

( B l
a t e h fo dr

,

C
.

H
.

19 8 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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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要象父母
、

象兄长那样对待学生
,

动之

以情
,

晓之以理
。

良好的师生关系具有启智

作用
,

是挖掘学生创造潜力的直接因素
。

融

洽的师生感情可使学生由喜爱老师变为喜爱

老师教的这门课
。

正所谓 : “

亲其师
,

信其

道
”

(胡三元
,

1 99 5 年 )
。

幼稚化指的是学生退到小孩似的心理状

态中
,

以这种心理状态
,

他就会排除成人的

看法和成人的忧虑的干扰
,

变得更善于吸收
`

知识
,

从而大大提高学生的理解力
、

记忆力



和创造力
。

罗扎诺夫的幼稚化正好与史蒂文
·

克雷申 (S tep h e n
.

D
,

K r as h e n ) 的心理屏蔽

假设 ( fA fe e t iv e F i l t e r H y p o t hes is ) 相吻合
。

克雷申也认为
,

一般来说
,

小孩的心理屏蔽

比较低
,

也就是说
,

他们的心理障碍比较

少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心理屏蔽越来越高
,

因为人到了青少年时期
,

情绪容易波动
,

对

事情过分敏感
。

为解决这个问题
,

罗扎诺夫

主张学生在课堂上不用真名
,

而自选任一小

孩的名字
,

在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
,

所有的

学生都把自己想象成小孩
,

教师也把学生当

小孩又妇寺
,

让学生在小孩般的无优无虑的嬉

戏般的轻松心态下学习
。

笔者认为
,

如果每

堂课都这样设计
,

在我们的现实教学中几乎

是不可能的
。

但罗扎诺夫之所以提出幼稚

化
,

其 目的就是要排除学生的心理障碍
,

故

教师应在这方面多下工夫
,

努力创造一种能

促进形成较低的心理障碍的课堂气氛
,

如 :

不强迫学生开口 ; 不提倡指出学生的口语错

误
,

除非他们的错误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教

学目的 ; 指出瓷吴时不要激动
,

不必多做强

调
,

决不使学生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感到羞

窘
。

也就是说
,

外语教师要非常重视学生的

心理因素
,

努力减轻学生的排斥心理
,

以保

证学生在较轻松的心情下吸收尽可能多的信

息输入并得以在脑子里留下较深的印象
。

双平面指的是这么一个事实 : 我们不仅

对周围的明显的刺激物有反应
,

对潜意识方

面的刺激物也会有反应
。

根据罗扎诺夫双平

面的概念
,

人的个性可以无意识或半意识地

发出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刺激因素
。

通常
,

这

些无意识的信号 (不论是语言的或是非语言

的 )
,

对接收者都具有大量的信息
。

声调
、

步态
、

用语以及身着打扮方面的微妙变化都

能在暗示教学中取得预期的效果
。

这种行为

上的
“

第二平面
”

是人们直观印象的来源
,

它影响着我们与每个学生以及找们与每一学

习环境的关系
。

在学习中
,

如果大脑的这两

个平面能协调
,

被忽略的潜意识方面的智力

能动性便能得到利用
。

所以
,

外语教师应非

常清楚如何以有意识刺激和潜意识刺激来加

强学习气氛
。

首先
,

教师应摆脱冰冷古板的

面孔
,

对教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

并努力以

自己饱满的情绪去感染学生
。

在讲解中多注

意借用手势和动作
,

声调柔和
,

感情真挚
,

努力做到声情并茂
。

教师还应注意自己的仪

表打扮
。

有时打扮上稍加变化
,

会给教学带

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

笔者曾有过这样的经

历 : 连续的阴雨绵绵不免使人心绪低落
,

老

师突然穿上大红的风衣
,

一走进教室
,

学生

的眼睛随之一亮
,

精神顿时高昂起来 ; 偶尔

碰上喜庆的日子
,

老师
“

披金戴银
”

地走进

教室
,

顿时满屋生辉
,

这堂课的教学效果特

好
。

当然
,

以上所说的打扮的多样化
,

是以

端庄
、

大方为前提的
。

暗示法的第四
、

五个原理分别是语调和

节奏
。

语调是双平面行为中的一个部分
。

在

授课中
,

如果采用各种不同的语调
,

学习的

效果
,

特别是记忆效果
,

就大大提高了
。

特

别在教授诸如 iK on nA d 托
5 P ea lr 或仆

e A w
-

ful aF
t e

of M el p o n e n us J
~ 等故事性强

、

情

节生动
、

对话多的课文时
,

教师如能以适合

于不同角色的不同的语调边朗读边讲解
,

教

学效果特佳
。

罗扎诺夫认为
,

节奏有助于潜

意识反应的产生
,

使大脑能吸收
、

保持并回

顾更多的所学的东西
。

笔者认为
,

节奏的应

用特别适合于谚语
、

格言
、

诗歌等的教学

中
。

如 ; “

/ A
`

f ir
e n d i n

’
n ee d/ i s a `

f ir
e n d i n `

血ed/
, , .

“

/ A
` s t it e h in

`
t im e

/
`

as v e `
n i n

e/
”

.

又如 :

“

/
’

V几l a t 15
`

Poe t叮? /
’

W h o ’

k n o w s
`

了 /

/
`

N o t a ’

or se
,

/ b u t t h e ` S e e n t o f t h e `

or
s e ; /

/
`

No
t t h e ’ s k y

,

/ b u t r h e `

l ig h t in t h e ’ S k y : /

/
’

NO
t t h e `

fl y
,

/ b u t t h e `

g le anr
o f t h e ’

fl y ; /

/
’

N ot t h e ’

sea
,

/ b u t t h e `

、 t t n d o f t h e

eaS ;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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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节奏也可应用于文章结构紧密
、

语句简洁凝炼
、

集约缩
、

排比于一体的段落

中
,

因为这种段落经常音韵幽美
,

抑扬顿挫

明显
,

本身就极富节奏感
。

如果老师再有意

识地应用节奏
,

这些句子读起来就更加琅琅

上口
,

动听优美
,

在学生的脑海里留下深刻

的印象
。

暗示法的最后一个原理叫做
“

音乐会场

景中假消极状态的学习
” ,

其意思是
,

当学

生的头脑具有高度接收能力而又轻松宁静

时
,

就很容易感受并吸收在音乐会场景中音

乐伴奏下讲解的课文
。

当然
,

把教室布置得

象音乐会那样幽雅
,

并在古典音乐伴奏下给

学生讲解课文
,

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办

到的
。

但
,

是否能尽量把教室布置得漂亮

些 ? 如墙上可贴些引人注目的有趣的图片和

标语
,

讲台上摆一
、

二盆常青植物等
,

因为

在清新愉快的学习环境中对视觉的刺激能从

潜意识方面增进学习效果
。

音乐手段的适当

应用也会产生良好的课堂效果
。

笔者曾做过

试验
,

在课前或课间播放精心挑选的英语歌

曲或轻松优美的轻音乐
。

每每音乐一起
,

学

生们都不约而同地进入一种轻松愉快的状态

中
,

这对接下去的教学活动是种极好的心理

准备
。

有时在课堂上也可适当应用音乐手

段
,

如讲解完鱼鱼&鱼业 这一课
,

放上一

曲 (老橡树上的黄飘带》
,

既加深了学生对

课文的理解和印象
,

又保持了他们的学习兴

趣
。

当讲解 w el
~

ign T he N e w Y ea :

这一

课
,

讲 到新年前夕苏格兰人爱唱
“

A d d

场
n g s ” e’’ 时

,

师生放声齐唱这首风靡全

球的苏格兰民歌
。

听唱英语歌曲所产生的宁

静
、

愉快的气氛能使大脑处于放松状态
,

这

对消除疲劳和紧张是非常重要的
,

而这反过

来又加强了教学效果
。

笔者曾于 19 9 0一 19 92 学年间在华侨大

学对所教的两个班进行教学试验
,

一个班用

普通的方法教学
,

另一个班用上述的 (暗示

法》 的原理进行合理的教学应用
。

结果
,

试

验班的四级通过率为 87
.

27 %
,

而普通班的

通过率仅 33
.

33 %
。

当然
,

普通班的入学水

平比试验班的入学水平会低一些
,

但
,

两年

后的四级通过率出现了这么大的悬殊
,

不得

不承认 (暗示法》 原理应用的效果
。

可以说
,

(暗示法》 是种富有创新精神

的教学法
,

它所提供的
“

超级学习是能做到

的
”

这一可能性本身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

怎

样合情合理地把它应用于我国的外语教学
,

使之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教学效果
,

这便是本

作者写此文的初衷
。

以上的种种尝试
,

不妥

之处
,

望各位同仁
、

行家多多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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