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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 于 脑 的 教 学

李世光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

【摘 要】适于脑的教学是以脑为基础的研究在教学中的运用，以营造适宜于大脑的课堂环境、教学

内容、教学策略、素质教育活动、学习时间分配等进行教学的一种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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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命科学的突破，教育领域也进入一个

重要的时代——— 脑时代。教育学家正着力于将大

脑学习机制的研究成果纳入教学领域中，为教育

观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提供了前进方向，使课堂

教 学 成 为 “大 脑 的 训 练 营 ” 已 成 为 教 育 者 的 共

识。尝试适合于学生大脑学习的教学方法，将使

学生能从动力十足的、高效率的、主动的学习中

获得知识。

一、适于脑的学习环境

!" 和谐的课堂环境

课堂环境与学生的情感和记忆密切相关。和

谐的课堂环境将导致学生健康情感的激发，引起

特定的激素和蛋白质的产生。学生在学习中，当

新信息被大脑识别时，新的神经元突触形成，从

一个神经元细胞和脑细胞附着到另一个神经元细

胞和脑细胞上，产生联系，导致学习的发生。持

之有效的学习总是包含着情感因素的。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是营造课堂环境的总导

演。和谐、有趣的课堂环境，将使学生健康情感

得到激发，产生高效率的学习。教师的言、行、

一举一动对课堂环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个愉

快的课堂环境需要教师做到：幽默、风趣、有鼓

动性的语言表述；穿着得体大方，面带微笑，平

易 近 人 的 精 神 面 貌 ； 知 识 面 广 ， 吸 引 学 生 注 意

力；记忆力强，熟悉学生姓名，能直呼出学生的

名 字 ， 缩 短 师 生 之 间 距 离 ； 善 于 表 扬 ， 控 制 情

绪，回避消极性议题的发生。和谐的课堂环境最有

益于学生的学习。

#" 安全的生活、学习环境

学生在学校要渡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安全已

成为学生、家长、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安全因素

直接影响脑的变化，安全的环境将使学生的学习处

于高水平大脑皮层的运作，产生长久的记忆。当受

到安全影响时，大脑皮层作用消极，边缘脑产生作

用，为吃喝、睡眠、行动等问题所控制，导致学习

无法进行或学习效率低。

学校要为学生创造一个稳定安全的吃、住、行

环境。任何危害学生安全的事件将影响脑的学习。

老师要营建一个安全的课堂环境，上好安全第一

课，强调自身安全的重要性，阐述安全与学习的关

系。课堂上讽刺、辱骂、体罚学生的行为将导致学

生紧张、害怕，使学生不能有效的学习。一个安

全、有趣的课堂环境是一个开发人脑的最佳场所。

$" 愉快无压力的环境

我们知道，人在受到压力时，身体会处于紧张

状态。这种生理上的反应是由大脑中的压力所致，

刺激物促使下丘脑的前面部分稳定情绪，而下丘脑

的后面部分激发因压力而产生的激素，促使身体发

生反应，导致生理过程发生变化，如心脏动脉收

缩、瞳孔放大，支气管放松、血液化学物质变化、

消化系统紊乱等。长期的压力所产生的皮质醇导致

海马体缩小，从而损伤记忆系统。

有人认为“学生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每天

都面临着各种压力。家长望子成龙的压力；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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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压力；各种各样的考试压力；考试成绩排名公

布的压力；贫困生为学费、生活费担心的压力等

等。压力已成为学习的一种障碍。现在“减压”已

得到高度重视，创建一个低压、愉快的学习环境已

成为人们的共识。“书山有路趣为径，学海无涯乐

作舟”。在愉快、有趣的环境中才有利于脑的学

习。

二、有利于脑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

大脑优先记忆那些有意义，有趣味的与自己密

切相关的内容。在学习中，只有学生注意的，感兴

趣的和将来有用处的内容才优先被大脑记忆。

在教学中教师要运用有趣的教学策略使所教知

识、技能变得有趣去吸引学生自觉地学习。多变的

教学风格和方法让学生产生新奇感，吸引学生注意

力；注重实验课、实习课的教学，培养学生的动手

能力，动手的活动本身就是最有趣的。使用问题教

学，提出问题让学生自己去寻求答案，自己得出的

答案是脑最容易记住的。讲授知识，阐述观点要自

觉的融入一些惊奇和幽默手段，充分利用挂图、教

具、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手段。

给学生选择学习内容的机会，让学生根据自己

的兴趣、爱好选择想读、想学的内容。大学里要重

视选修课，它能开阔学生视野，陶冶情感，促进思

考，变换时空位置，对脑的学习是很有益处的。

三、适于脑的素质教育活动

神经学家发现，小脑与大部分学习相关，在人

体运动的时间段能发挥较高的效率。一些研究显

示，经常参加有氧锻炼的学生的反映时间增加，创

造力提高，短时记忆能力增强，经常锻炼的人的大

脑似乎有更多的树突联系，具有更快速的记忆能力

和反应能力。氧气是大脑的养料，在活动中，多呼

吸富含氧气的空气，能增强心理机能和注意力。许

多声称能提高记忆力的药物实际上是增加了进入大

脑的氧气量。开展各种素质活动对增强学生记忆力

和注意力是有效的。

各种形式班团活动，春游、演讲、辩论会等，

即能增强同学之间的了解，增强集体主义意识，还

能增加安全感，更能提高脑的记忆能力。

各种体育竞技活动、文艺体育比赛能锻炼体

质，增强竞争意识，又能增强注意力和记忆力。

四、适于脑的学习时间

神经学家对大脑的研究发现，脑内特定的区域

负责不同的身体机能，如情绪、思维、学习等，学

生每一天的最佳学习时间为早上，醒后 " # $ 小时

和入睡前的 " 小时，每一节课最佳学习时段为前

"% 分钟，"% 分钟后产生消极学习时间 & 分钟左

右，后 "% 分钟为较佳学习时段。

基于脑的知识，学校应科学确定一天的课程安

排和每一节课的时间，许多大学已将每节课 &% 分

钟改为 ’% 分钟，上午安排 & 节课，这是很有科学

道理且适合学生脑的学习的。教师在 ’% 分钟内应

合理安排教学，前 "% 分钟讲述新内容、新知识，

"% 分钟后调整教学方法，重新吸引学生注意力，

后 "% 分钟主要用于练习或讨论。

早、晚自习是适于脑学习最佳时间，让学生了

解有关脑的知识，上好早、晚自习，对于提高学习

成绩是十分有效的。

笔者对脑的知识了解甚少，适于脑的教学涉及

多种因素。但认真学习关于脑的知识对于教师和学

生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全面了

解的老师才是好教师，适合于学生大脑学习的教学

才是好教学，会用脑的知识去指导自己学习的学生

才是好学生。研究适于脑的教学是教育工作者的重

要任务，也是提高培养人才质量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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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灵活的方式传授给学生。文化教学应当遵循外语

教学的原则，打破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传统，

变学生为课堂的主体，由被动接受知识转为主动学

习知识，充分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教师作为文

化信息的传播者，首先应熟悉本国文化及英美国家

文化，进而指导学生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在课堂

教学中，多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和判断分析能力。要做到这一点，教师首先应当要

求和指导学生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如布置思考

题，查阅相关文字或电子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等。

学生通过准备和学习，在课堂上才能踊跃回答问

题，各抒己见，有所收获。其次，教师还应根据文

化教学的内容，设计形式多样的课堂教学活动，利

用图片、录音、幻灯、录像、多媒体等设备协助教

学，使文化课更加生动直观。如果能在课文学习过

程中对文化知识及其应用进行反复的、系统的长期

引导及训练，相信会有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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