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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阈下信息技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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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信息化条件下，如何运用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是摆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阈下信息具备隐蔽性，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

化的，尝试将阈下信息技术应用于军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并通过开展一系列教学实验，证明了

阈下信息技术能够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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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影
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环

境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何积极运用信息技

术的最新成果，探索更有效的新手段新渠道，使大

学生能够接受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是摆在广大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近年来，国内学者积极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信息化，他们在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方面取

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如花瑞锋等在论文 “网络化

课堂教学环境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实践探

索”中指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重视发

挥多媒体和网络等信息技术的重要作用，在网络化

教学环境中，必须强化课程网络资源意识，提高对

课程网络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能力，在网络化课堂教

学中进一步发挥作用［１］；申伟在论文 “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改善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思考”中认

为，在信息技术条件下改善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

必须坚持以角色转换为前提，以实现整合效应为中

心，以提高应用能力为目标［２］。总的来说，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化目前仍是一项新兴研究课

题，已有很多学者从方法论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

探讨，但还缺乏对具体实施方案的深入研究，并且

所考虑的信息技术仅局限于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

术。事实上，信息技术的种类繁多，特点多样，如

果能够充分认识并发挥其优势，将会对思想政治教

育的效果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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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０４年起，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
学院启动了对阈下信息技术的研究，并尝试将其应

用于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了一系列教学实

验，结果表明，阈下信息技术能够提高思想政治教

育的效果。

一、阈下信息技术概况

按照心理学的观点， “阈”是指感觉阈限

（Ｓｅｎｓｏｒｙ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人的感官只能对一定范围内
的信息刺激做出反应，只有在这个范围内的刺激，

才能引起人们的感觉，这个信息刺激范围及相应的

感觉能力，心理学称之为感觉阈限。信息有阈上和

阈下之分。狭义的阈下信息 （ＳｕｂｌｉｍｉｎａｌＭｅｓｓａｇｅ）
是指在一定范围内超出人的感觉阈限的信息，这类

信息人们感觉不到但会对人的心理行为产生影响。

广义的阈下信息不但包括超出感觉阈限的信息，还

包括很多不同形式的隐藏信息。如隐讳的图案、使

人引发联想的隐藏符号、难以感知的背景声音等。

与传统的信息相比，阈下信息具有明显特点：（１）
阈下信息传播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２）阈下信息
很难被人察觉； （３）阈下信息对人的影响是潜移
默化的。

在阈下信息作用机理的研究方面，已有工作主

要是探讨人脑对阈下信息的无意识 （或潜意识）

加工，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无意识如何向意识转

化，意识如何向无意识转化，这些转化潜在的脑机

制是如何发生的，包括脑的解剖和功能结构神经网

络联结及其突触活动基础［３］。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开
始，《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等国际著名期刊上开始
陆续发表大量相关论文［４，５］，这些研究主要从以下

三个层面来开展： （１）认知与无意识加工； （２）
无意识与脑结构； （３）神经突触与无意识。研究
无意识加工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通常人们在解决

问题时首先需要明确这个问题，找出有助于解决这

个问题的种种条件和限制。但是要使无意识问题明

晰化却并不容易，因为任何合理的定义、概念及理

论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经验和数据的积累而逐渐形

成并完善的。截至到今天，有关阈下信息作用机理

的研究仍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

阈下信息技术是指设计、制作、传播、接受、

处理和控制阈下信息，以试图影响人的态度倾向与

行为选择的技术。阈下信息技术是信息科学、心理

科学和脑科学的交叉产物，它涉及到的关键技术主

要有阈下信息设计、阈下信息生成、阈下信息传输

等。

虽然阈下信息的作用机理尚未完全明确，但这

并未影响阈下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至８０年代，是阈下信息技术的产生、发展阶段，
它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
阈下信息技术开始迅速应用于军事领域和政治宣

传。美国是最早研究阈下信息技术的国家，俄罗斯

紧随其后，迄今为止，美国和俄罗斯的科研人员在

阈下信息技术领域已经申请了１００多项专利，如
ＴａｌｂｅｒｔＭｅａｄ发明的 “在视频信号中叠加视觉阈下

教育信息的装置” （专利号：５６４４３６３）、Ａｌａｎ
Ｂａｃｋｕｓ和ＲｏｎａｌｄＰｏｐｅｉｌ发明的 “阈下图像生成的

方法与设备” （专利号：５０１７１４３）以及 Ｈｅｎｄｒｉｃｕｓ
Ｇ．Ｌｏｏｓ发明的 “神经系统的阈下听觉教育系统”

（专利号：６０１７３０２）等。

　　二、在思想政治课中运用阈下信息

技术

　　思想政治课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它担负着传授知识和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的双重任务。要运用阈下信息技术提高思

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应当首先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

加以引入，探索出新的教学方法。通过研究我们发

现，在思想政治课中运用阈下信息技术主要有以下

三个过程 （见图１），即阈下信息设计、阈下信息
生成和阈下信息呈现。

阈下信息设计指的是根据授课目的 （传授知

识、培养能力等）、授课对象人口学特征 （性别、

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性格等）、

授课条件 （是否有多媒体课件、教学视频和音频

等）等情况，在进行心理学实验的基础上，设计

阈下信息的类型 （文本、图像和音频）、性向 （正

性、中性和负性）和内容的过程。

阈下信息生成指的是将设计好的阈下信息植入

到教学课件、视频或音频中，生成合成课件、视频

或音频的过程。根据植入背景的不同，阈下信息植

入可以分为基于教学课件的植入、基于教学视频的

植入、基于教学音频的植入和基于混合背景的植

入。阈下信息的植入应当遵循以下两个原则：（１）
掩蔽理论。它指的是由于同时进行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刺激而降低了其中某种刺激的强度或使对该刺激

的感受发生改变。一般来说，视觉信息掩蔽可以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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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五种类型，即光亮度掩蔽、纹理掩蔽、频率掩

蔽、时间掩蔽及颜色掩蔽，而听觉信息掩蔽可以划

分为两种类型，即时域掩蔽和频域掩蔽。 （２）注
意资源分配理论。在注意研究领域中，通常认为注

意资源是一个容量有限的系统。如果刺激越复杂，

所需要的资源就越多，甚至会导致资源耗尽。如给

资源耗尽的人呈现另外的刺激，这些刺激将不被注

意。

图１　阈下信息技术在思想政治课中的应用过程

　　阈下信息呈现指的是结合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
情况，选择合适的阈下信息呈现时机 （何时呈

现）、时长 （呈现多长时间）和形式 （单独呈现合

成教学课件、视频、音频还是同时呈现），将其呈

现给授课对象的过程。

　　三、思想政治课中的阈下信息有效

性实验

　　２０１１年秋季学期，我们在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和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两门课程中，开展了阈下信息有效性

实验研究。我们以这两门课程的学生为实验对象，

将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采用阈下信息教

学，对照组不采用，最后，通过外显实验 （自编

调查问卷）和内隐实验 （ＧＮＡＴ，ＴｈｅＧｏ／Ｎｏ－ｇｏ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ａｓｋ）［６］来测试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

果。

首先，我们在对各种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设计了文字和音频阈下信息，其内容包括： （１）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词语，主要有忠诚于党

（正性）、热爱人民 （正性）、报效国家 （正性）、

献身使命 （正性）、崇尚荣誉 （正性）等； （２）
胡总书记 “七一”讲话词语，主要有与时俱进

（正性）、以人为本 （正性）、科学发展 （正性）、

民主政治 （正性）、一国两制 （中性）、初级阶段

（中性）、市场经济 （中性）、实事求是 （正性）、

改革开放 （正性）、富国强军 （正性）。

第二步，我们采用自行研发的教学课件阈下信

息植入系统、教学音频阈下信息植入系统和教学视

频阈下信息植入系统来实现阈下信息在教学课件、

音频和视频中的植入。在植入过程中可供设置的参

数有：（１）植入时间位置和植入空间位置； （２）
呈现频率和呈现时长； （３）文字信息的字体、大
小和颜色等；（４）音频信息的声强、频率和相位等。

最后，我们通过心理学实验来验证思想政治课

中阈下信息的有效性： （１）阈下信息植入前测实
验。目的是保证在阈下信息植入前，实验组学生和

对照组学生对阈下信息的外显认同态度 （即在有

意识条件下，人们对某事物的认可和赞同程度）

上没有显著差异，确保阈信息实验效果不受其他因

素的影响； （２）一个月后的阈下信息外显实验。
实验目的是在阈下信息植入一个月以后，检验阈下

信息是否已经影响了实验组学生的认知。我们采用

外显实验检验学生对阈下信息的外显认同态度；

（３）三个月后的阈下信息外显和内隐实验。实验
目的是在阈下信息植入三个月以后，检验阈下信息

是否影响了实验组学生的认知。我们采用外显实验

检验学生对阈下信息的外显认同态度。同时，我们

还采用 Ｇｏ／Ｎｏ－ｇｏ范式来检验学生对阈下信息的
内隐认同态度 （即在无意识条件下，人们对某事

物的认可和赞同程度）。实验结果表明，教学实施

一个月以后，与对照组学生相比，实验组学生在外

显认同态度上有所提高，但差异不显著。教学实施

三个月以后，与对照组学生相比，“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课程的实验组学生在外显认同态度上提

高了１０６３％，在内隐认同态度上提高了１２７７％。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的实验组学生在外显认同态度上提高了

１０４３％。在内隐认同态度上提高了１１２１％。
（下转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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