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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教育中的无意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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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意识教育作为高校教育中的一种重要教育方式,有其存在的科学依据,如哲学依据、心理学依据、思想政
治教育学依据。无意识教育是高校教育模式中的一个崭新课题,具有有意识教育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在高等教
育中,要发挥无意识教育的独特优势,就必须增强教育主体的人格感召力、教育内容的渗透力、教育环境的熏陶力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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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等教育的原野上,有一片广阔的、鲜为人知的土地,
这就是无意识教育。“无意识”本是心理学术语,最初是作为
人的一种心理现象出现于心理学领域的。从心理学角度而
言,无意识属于人的非理性方面,是一种潜在于心底而未被
主体自觉地意识到的意识。随着科学的综合化趋势的发展,
无意识理论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为众多学科所使
用,如医学、文学、教育学等。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开始
了对无意识教育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到目前为止,
“无意识教育”这一概念及其内涵已得到教育学界的初步认
同,指教育者利用人的无意识心理,将教育内容寓于一定的
生活环境、组织活动与文化氛围,引导受教育者去感受和体
验,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从而达到教育目的的一
种教育方式。

无意识是人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的思想及行
为起着潜在、不容忽视的影响。而无意识教育,就是指不为
受教育者自身所意识到的一种教育方式。教育者有意识地
在受教育者周围设置一定的生活环境、教育情境以及文化氛
围,以引导受教育者去感受和体味,使受教育者潜移默化地
受到教育。
一、无意识教育及其应用在高校教育中的现实意义

无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呢ꎿ 实际生活的感受和文化环境
的熏陶,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不断产生心理积淀,逐渐形成一
簇簇“心理丛”。这种“心理丛”或心理积淀物,就是无意识。
而这种心理积淀过程则是无意识教育。通常所讲的无意识
教育不是纯自然主义,它是顺其自然。遵循自然法则和人的
认识规律,进行旨在引导下的心理积淀。所以,无意识教育
对教育者来说是有意识的、自觉的,而对于被教育者来说则
是无意识的、不知不觉的。教育者按照预定的教育内容和方

案,在受教育者周围设置一定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引导他
们去感受、体味所面临的生活,使其不知不觉地受到这种环
境和氛围的熏陶。
1.无意识教育的特点
1)渗透性
无意识教育的渗透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学科、活动、媒

介、环境、管理等。这也是无意识教育较之有意识教育的一
大优势。
2)非强制性
无意识教育对个体的影响主要不是通过规章、制度、纪

律、条例等外部强制力量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它所创设的生
活环境、教育情境及文化氛围,产生一种无形的约束力,引起
个体上的感情共鸣。它能绕开意识的障碍使受教育者在不
知不觉中接受潜移默化的教育。
3)广泛性
生机勃勃、稳定和谐、健康向上的生活环境、教育情境及

文化氛围,为受教育者广泛吸收社会多方面信息和知识提供
各种渠道,也为每一个个体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提供了舞
台。
4)愉悦性
无意识教育采用受教育者所乐于接受的宽松的教育方

式,在各种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教育活动过程中,是愉快而轻
松的。

无意识教育运用人的情绪体验,引起丰富的联想思维,
不时地触发受教育者的种种激情和向往,使受教育者在一种
陶醉、愉悦等愉快的情绪中被熏陶和感染。
2.无意识教育应用在高校教育中的现实意义
心理学认为,人的态度在群体中存在着类化现象。一个

学校的校风、学风形成了该校集体的心理定势,集体中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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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形成一致的态度、共同的行为
方式。无论是思想、抱负、价值观念,还是治学精神、处世态
度,个人都会受到群体中他人的影响,学校中多数人的一致
态度,必然成为影响所有成员的巨大力量,甚至使态度不同
的个体改变初衷；一定的行为规范,一旦成为学校多数人的
共同行为方式,就将通过模仿、暗示、从众、认同等心理机制
使少数行为方式不同的个体抑制其违反集体行为规范的言

行,而与周围的心理环境协调起来。所以,有必要在有意识
教育的同时,辅以无意识教育,从而更有效地促进校风、学风
的良好形成。
二、无意识教育应用在当前高校教育中的原则和方法
1.摆正无意识教育与有意识教育的关系
教育者强调的无意识教育,并不是说有意识教育就不重

要了。实践反复说明,一个人的理想信念,并不是自发产生
的,必须有一个从外部系统灌输进去的过程,要使马克思主
义和毛泽东思想,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能够成为各个
岗位上的自觉行动,很大程度要靠有意识教育,坚持不懈地
进行教育灌输。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品德、道德情操、理想信
念和行为习惯的形成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既可以依照某种
理论或某个个人的旨意顺势而成,又可能是受其所处环境和
氛围“软约束”的结果。所以,无意识教育在高等教育工作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2.开展无意识教育应注意的问题
开展无意识教育,对受教育者来说是无意识的,但是对

教育者来说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在开展无意识教育中,教
育者要注意受教育者的年龄、性别、职业和性格的差异,精心
选择载体、构筑环境、创造氛围,使受教育者在满足美的需求
和兴趣爱好的同时,得到哲理的启迪、心灵的感化、情操的陶
冶,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升华精神境界。
三、无意识教育应用在当前高校教育的实施途径
1.增强教育主体的人格感召力
人格指的是人的品性、道德情操、修养境界等,教育者的

人格是他们在教育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内在综合品质。
它能够成为无声的命令,规范教育对象的言行,并引导他们
把知与行统一起来。教育者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来增强人格
魅力呢ꎿ 首先,教育者应当具备高尚的道德。正如加里宁所
说,教师的世界观、品行以及对事物的态度,都这样或那样地
影响着全体学生。大量的教育实践表明：教育者自身的道德
面貌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受教育者具有怎样的道德品
质。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应成为每个教育者的内在要求,
这是做好育人工作的首要条件。其次,教育者要以渊博的学
识教育人。在今天的知识型社会中,教育者面对的教育对象
是一批思维敏捷、视野开阔、掌握丰富的信息量,并且独立性
思维、批判性思维都很强的知识群体。因此,教育者只有具
备宽厚的理论基础,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用自己的学
术成就给受教育者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才有可能吸引他们

的注意力,诱发他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将他们引向神圣的科
学殿堂。最后,教育者要以模范的言行引导人。教育者发挥
人格的力量影响教育对象,关键的就是要用自己的模范行动
去实践自己所提供的先进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树立高尚的
人格形象。如果教育者教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言行
不一,受教育者则会产生怀疑,乃至产生抵触情绪。因此,言
传身教是教育者始终要遵循的道德规范,这也是做好育人工
作的根本。
2.增强教育内容的渗透力
无意识教育强调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的内心体验与感

悟,它主要是以间接渗透的方式进行。这包括以下几方面内
容：首先,教育者要寓教于乐。教育者要将教育内容寓于集
知识性、趣味性、游览性、娱乐性于一体的活动中。如社会实
践活动、主题教育活动、社团活动等。其次,教育者要寓教于
文。文学艺术具有直观形象、生动具体、感染力强等特点,对
受教育者有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教育者要将教育内容
寓于生动形象的文学艺术形式中,如戏剧、电影、绘画、音乐
等,通过文艺塑造的艺术形象和所表达出来的情中之理来打
动人、感动人,提高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兴趣,调动他们的积
极性与主动性。最后,教育者要寓教于学。赫尔巴特说过：
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
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在学校教育中,应充分认
识到每一学科的教育者都有教书育人的重大职责。
3.增强教育环境的熏陶
列宁曾明确表示：他不赞成使用“精神鞭子”把人们赶进

天堂,而主张将政治主张、理论学说等作为一种思想信息传
递到人们中间去,使人们通过在环境中的实际感受以及环境
周围事实的验证,产生对它们的信任感,进而接受这些思想
信息。无意识教育正是通过所设置的教育环境氛围实施的。
一方面,要增强物质教育环境的熏陶力。马克思主义认为,
任何人都是具体的、现实环境中的人,没有脱离物质环境而
孤立存在的人,人无时无刻不受所处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心理与行为。更为重要的
是,任何一种物质环境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环境,更是一
种具有教育作用的教育性环境。如在美国随处飘扬着美国
国旗；旧金山的主要街道上大多以华盛顿、林肯等重要历史
人物命名；像国会大厦、白宫、国会图书馆等规模宏大的场所
集中体现着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天天宣扬着美国的
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这样的物质环境对人具有潜移默化地
影响。因此,任何自然景观并非是毫无生命和感情色彩的存
在物,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教育者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
以及所在地域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其直观性与超语言性能
对身处其中的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和发展起潜移默

化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要增强精神教育环境的熏陶力。恩
格斯在给拉甫罗夫的信中曾说：“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或
多或少地受着我们主要在其中活动的精神环境的影响。”精
神环境是一定单位、组织的价值体系中内隐的、深层次的东
西,主要是指单位、组织的历史体统、精神风貌、文化氛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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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黯然的、潜隐的方式对人们的目标追求、价值体系、道德
情感和行为规范等以无形的熏陶和感染。
4.大众传媒导向
大众传媒是信息的载体,其提供的信息对人的思想、情

感和行为的发展方向具有无形的牵引作用。大众传媒提供
的信息具有形象性,它集形、声、像、美于一体,能使受教育者
在一种陶醉、愉悦、激动的情绪中受到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受
到教育。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具有隐蔽性,它的思想观点是
隐蔽在一篇篇文章、一部部作品、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形象等
具体形式的背后,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左右着大学生的价
值观、道德观。大众传媒艺术所蕴涵的丰富情感,它的潜移
默化的感召力和教育作用能够伴随着人们的记忆和情感波

动,长久地激励他们,从而促进健康完善人格素质的培养。
5.引导学生自我教育
引导学生自我教育的关键在于赢得学生的普遍认同。

因此,要想把学校的要求变成学生的自觉行动,就要充分挖
掘学生自身的潜能,多体现一些学生的自我,少一些灌输,把
一切规章制度都变成学生的自觉行动。在具体实施时,要相

信学生能够教育自己,校方只需起到指导和监督作用。
无意识教育的开展,预示着教育的美好前景。随着这一

教育领域不断被人们所认识、开拓,无意识教育具有有意识
教育所望尘莫及的优势和特点,这决定了无意识教育在时
间、空间、方法、效果上具有非常广阔的课堂,几乎可以随时
随地进行。只要事先有意识地创设一定的情境条件,这种情
境包含的良好的思想品质、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便会随着不
同的载体,通过灵活多样的、喜闻乐见的情感接受方式,悄然
进入大学生的心灵,使教育效果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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