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世界已进入了“脑的世

纪”，脑科学已成为科学研究最前沿

的学科，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脑科

学的研究，一些发达国家在上个世

纪末就将脑科学纳入了国家重点科

学发展战略计划。

伴随 AI、人工智能的发展，资

本对于脑力和智力资源的挖掘和

争夺已经从无声无息，走入白热化

阶段。意识防控、制脑权的争夺，

脑机接口的研究，ChatGPT 的涌

现，无不在告诉人们，未来的战争

不在别处，就在两耳之间的方寸

之地。

而这些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

又让人们更加好奇人类大脑的工作

原理，从而加强了对智力类节目的

兴趣。近年来，由于脑力和智力类

节目可以为观众提供娱乐和学习的

双重体验，吸引了很多观众。江苏

卫视的《最强大脑》，中央电视台的

《超级大脑》，河北卫视的《我中国少

年》等都属于这类节目。

在这类节目背后，隐藏着一个

资深的脑科学专家姬广星，他经常

为这类节目献计献策。当然，他还

是一位世界记忆大师教练，共培养

过 30 多位“世界记忆大师”荣誉称

号获得者、18 位世界记忆大师教

练、10 位世界脑力锦标赛国际裁

判；共带领团队和学生打破、创造并

获得世界纪录 40 余次，其中“吉尼

斯世界纪录”7次，斩获金、银、铜牌

超过3000枚。

如何科学地理解人脑潜能？是

否每个人都可以去开发大脑潜能？

为什么资本在争夺“学霸”大脑资

源？对大脑的深度研究存在哪些商

业价值？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

专 访 了 联 合 国 大 脑 教 育 组 织

IBREA首位中国籍脑教育专家、记

忆（北京）信息科学研究院院长、大

脑传奇（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姬广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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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广星，山东

省济宁市汶上县

人，毕业于中国人

民大学情报学专

业。目前担任记

忆（北京）信息科

学研究院院长、大

脑传奇（北京）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也是联

合国大脑教育组

织IBREA首位中

国籍脑教育专家。

曾担任教育

部中国战略发展

学会十二五《全脑

教育及评价研究》

课题专家委员会

专家；教育部中国

战略发展学会十

三五《全脑教育创

新推广与应用》课

题组组长；中国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事业发展中

心特聘专家；国家

行政学院科技中

心特聘教授。

出版个人专

著《从零开始记单

词》《大脑开发秘

册》等畅销书。

深度

超级大脑是核心竞争力
访大脑传奇（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姬广星

中国需要“脑科学”
研究的顶层设计

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真

正的战场就在两耳之间的方寸之

地”，也就是说对于大脑的竞争是

一切竞争背后的核心。

现在对大脑的研究除了未

知潜能的开发和探索中的教育培

训外，大家更热衷于阿尔茨海默

症和抑郁症这两块的研究和商业

价值的探索。我在十年前，曾经

投身到一个公益项目里，帮着聋

哑人学校几个班的学生提升大脑

效能，感触最深的一句话就是：

“如果教育是一顶王冠，那么特殊

教育就是这顶王冠上的明珠”。

所以，从个人感情上讲，像世界前

沿阵地上，脑机接口的探索，马斯

克参与的义肢项目等，对残疾人

的帮助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

一领域，全球的发展速度还是比

较快的。特别是基于抑郁症人群

逐年递增的大趋势，未来像基于

脑波冥想头环等诸如此类的黑科

技产品都会产生一种涌现效应。

这些产品在缓解人们睡眠障碍、

焦虑、抑郁、抗噪以及益智方面都

会带来很好的辅助作用，这也是

此类产品的商业价值所在。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索寒雪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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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大脑非常具有可塑性，通过不断的训练和学习可以激活大脑更多的潜能，发现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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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有“ 脑 的 十 年 ”（The

Decade of the Brain）战略规划，欧

盟有“脑研究联盟”，日本于1996

年制定了“脑科学时代”（The Age

of Brain Science）20 年的宏伟规

划，2003年又启动了脑科学与教

育的科研项目。我国很多著名大

学也纷纷建立了认知神经科学实

验室，科技部也在2021年发布了

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

我认为在国际上，韩国脑科学学院在大脑教育的研究上是比

较超前的，每年可能会有成千上万个脑科学教育的本科学生毕业，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创举。我们自己的团队目前也在做准备，努力

奋斗，期待在不远的将来建立一所基于中国国情的脑科学大学。

优秀的教育体系会促进整个脑科学教育的发展，大脑科学教

育的相关出版物，韩国出版的书籍就比较多，而且非常优质。联合

国的IBREA全球大脑教育协会，就是由韩国脑教育专家李承宪先

生创办，从而引领并带动了全球脑教育事业的发展。

目前人脑思维研究

国际竞争态势是怎样的？

对大脑的深度研究存在

哪些商业价值？

科学化训练可以激活大脑潜能

简历

国际角力“最强大脑”

未来的发展方向更趋向于让人工智能与人类深度思维相互补充，从而共同推动科技和社会的进步。

《中国经营报》：如何科学地理

解人脑潜能，每个人都可以去开发大

脑潜能吗？

姬广星：可以讲 99%的普通人

经过科学化的训练，都能够实现脑

力的提升。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

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采用一

些简单、科学、有效的方法来训练大

脑，帮助我们发现和挖掘自身大脑

的价值。例如：一些脑力训练游戏

可以锻炼记忆、逻辑思维和问题解

决能力。小朋友经常活动一下手

指，练习手指操；青少儿学一下象

棋、围棋，玩玩万智牌或魔方，特别

是魔方盲拧（有利于大脑综合复盘

能力的提升），成年人偶尔打打扑

克，老年同志适度玩一下桥牌和麻

将等，都可以帮助保持大脑的活跃

状态。再有，冥想和注意力训练也

可以帮助你增强专注力、情绪管理

和自我意识。可以在网络上找一些

舒尔特表格，并参与舒尔特表的系

统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你会

发现自己很容易进入“心流”（聚精

会神，统意学习）般的沉浸式学习状

态，改善大脑的神经连接并提升整

体认知能力，让自己做事情更轻松

和高效。

研究发现大脑非常具有可塑

性，通过不断的训练和学习可以激

活大脑更多的潜能，发现更多的价

值。此外，经过脑力训练或者是开

发过的学员，他整个的生活效能会

迭代式提升，因为大脑的潜能得到

开发，他的认知随之提高，情绪管理

能力表现得比普通人要强。

《中国经营报》：一些娱乐圈的

明星在高考之前会找到你，希望

找到迅速提升高考成绩的办法，

而且很多人最后确实考上了心仪

的学校。

姬广星：明星艺人的考试主要

都是艺考，这些学生的特点是在专

业课上花费的时间会比较多，老祖

宗讲“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专

业课会耗尽他们大部分的学习时

间。艺考生很难随着非艺考生的进

度跟着班级进度学习，有其独特性，

必须因材施教。

从这个角度，通常我会在三个

方面给他们做顶层设计：第一是提

升艺考生的思维开放性，第二是培

养艺考生的思维敏捷性，第三是培

养艺考生调用记忆力的能力。首先

要对学生摸个底，看看高中三年里

面，真正用于所选学科的学习时间

有多少，分数如何，因为更多的艺考

生选择文科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

从学科上要记诵的东西会比较多，

而这反而是脑教育中记忆能力、阅

读能力和思维导图在学习中应用发

挥的长处。先打造考生的学习能

力，以便于应对学科带来的压力，

“磨刀不误砍柴工”，再由有经验的

学科老师根据学生的个性化特点，

系统构建一套学科思维，学能学科

双线并进，一阴一阳，很容易在短时

间内，提高学习效能，在高考中取得

好成绩，突破自己专业课所要求的

文化课成绩线。客观来讲，如果艺

考生没有经过在这种系统化的学能

和学科思维的设计规划，光靠个人

能力是很难实现跟非艺考生学习并

轨或者在艺考生中弯道超车的。

《中国经营报》：很多国家都意

识到人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目前国

际竞争态势是怎样的？

姬广星：美国有“脑的十年”

（The Decade of the Brain）战略规

划，欧盟有“脑研究联盟”，日本于

1996 年制定了“脑科学时代”（The

Age of Brain Science）20年的宏伟规

划，2003 年又启动了脑科学与教育

的科研项目。我国很多著名大学也

纷纷建立了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科

技部也在 2021 年发布了科技创新

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

我认为在国际上，韩国脑科学

学院在大脑教育的研究上是比较超

前的，每年可能会有成千上万个脑

科学教育的本科学生毕业，这是一

个很伟大的创举。我们自己的团队

目前也在做准备，努力奋斗，期待在

不远的将来建立一所基于中国国情

的脑科学大学。

优秀的教育体系会促进整个脑

科学教育的发展，大脑科学教育的

相关出版物，韩国出版的书籍就比

较多，而且非常优质。联合国的

IBREA全球大脑教育协会，就是由

韩国脑教育专家李承宪先生创办，

从而引领并带动了全球脑教育事业

的发展。

《中国经营报》：从年初到现在，

人工智能正站在风口之上，你如何看

待人工智能与脑科学的区别？

姬广星：目前，人工智能在深度

思维方面与人类相比确实存在一定

的差距。尽管人工智能在许多任务

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如图像识别、

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等，但在

某些方面，人工智能仍然无法与人

类的深度思维相媲美。

常见的一些差距包括，人工智

能往往缺乏人类具有的常识推理和

情境理解能力。人类能够根据自身

的背景知识和经验来理解复杂的情

境，但人工智能在这方面仍然相对

薄弱。人工智能还不能真正展现出

人类的创造性思维和直觉。创造性

涉及突破传统思维的能力，而直觉

则是基于经验和情感的深刻理解，

这两个方面都是人工智能目前难以

模拟的。人工智能在处理抽象概念

和灵活适应不同情境时仍存在困

难。人类可以进行高层次的抽象思

维，将知识从一个领域应用到另一

个领域，人工智能在这方面的表现

尚不够理想。

未来的趋势是人工智能与人类

深度思维的差距逐渐减小，但也不

太可能完全消除。随着技术的不断

进步，人工智能会更好地模拟人类

的思维过程，但人类的认知和情感

方面的独特性可能仍然无法被完全

复制。因此，未来的发展方向更趋

向于让人工智能与人类深度思维相

互补充，从而共同推动科技和社会

的进步。这就涉及更多交叉学科的

合作，以便更好地理解人类思维的

本质，并将这些理解应用于人工智

能的发展当中。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对大脑

的深度研究，存在哪些商业价值？

姬广星：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就

是：“真正的战场就在两耳之间的方

寸之地”，也就是说对于大脑的竞争

是一切竞争背后的核心。

现在对大脑的研究除了未知

潜能的开发和探索中的教育培训

外，大家更热衷于阿尔茨海默症

和抑郁症这两块的研究和商业价

值的探索。我在十年前，曾经投

身到一个公益项目里，帮着聋哑

人学校几个班的学生提升大脑效

能，感触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如果

教育是一顶王冠，那么特殊教育就

是这顶王冠上的明珠”。所以，从

个人感情上讲，像世界前沿阵地

上，脑机接口的探索，马斯克参与

的义肢项目等，对残疾人的帮助都

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一领域，全

球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

别是基于抑郁症人群逐年递增的

大趋势，未来像基于脑波冥想头环

等诸如此类的黑科技产品都会产

生一种涌现效应。这些产品在缓

解人们睡眠障碍、焦虑、抑郁、抗噪

以及益智方面都会带来很好的辅

助作用，这也是此类产品的商业价

值所在。

《中国经营报》：脑科学是一个

非常有发展潜力的领域，面对这一领

域，资本都有哪些动作？

姬广星：通过科学化的大脑潜

能开发、学习和训练，能够提升人

们的学习力，从而实现高效学习，

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目前

已经有很多企业去各个学校寻找

“学霸”，然后把这些“学霸”的考试

数据或者其日常的行为数据，做一

些基础收集，对“学霸”的思维进行

精准画像，目的在于找出“学霸”大

脑的规律性、普遍性，以便传承复

制。我认为，企业的这种行为还是

需要十分谨慎的，因为这不仅涉及

学霸的隐私，还涉及其他法律层面

或者由此衍生出诸多不可控的问

题，而且还会打破各种生态平衡。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儿的脑力和

智力资源数据更应该得到守护和

保护，涉及国际竞争时，制脑权是

一个重要问题。在数据的保护和

监管上，我们要逐步给予引导并制

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维护

国家安全。

比如，在国际上，一些“超脑”会

被禁止进入赌场，世界脑力锦标赛

8次世界总冠军多米尼·克奥布莱

恩一次就能够记住 54 副扑克牌的

顺序。美国的电影《决胜 21 点》男

主角就把这种超常的记忆能力跟

数学逻辑结合起来，由此可以推

演出 21 点的结果。博彩的本质

是“随机”，而“超脑”们让这个游

戏 失 去 了 存 在 的 基 础。因为不

“随机”了，有确定性的存在就不是

博彩了。所以，需要有一定的限制

从而保持公平性，因为博彩也只是

一个游戏而已。“超脑”的作用应该

发挥在更有价值的领域，因此对于

“超脑”人群的因势利导是很关键

的，这也是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探

索的课题。

“超脑”除了商业价值更需关注商业伦理

青少儿的脑力和智力资源数据更应该得到守护和保护，涉及国际竞争时，制脑权是一个重要问题。

习近平主席曾引用一句老话：“打铁还需自身硬！”从脑科学的

研究和基于大脑教育当下的国际趋势来看，姬广星建议，中国若要

在脑科学，脑教育，特别是脑思维研究的发展上做到“自身硬”，取

得长足的进步，就要在短时间内打破技术壁垒。

首先就是建立国家级脑科学研究计划：国家可以继续投资并

推进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脑科学研究计划，以支持基础和应用研

究。这个计划可以汇集各方资源，为科学家提供必要的经费和设

备，推动脑科学领域的前沿研究。

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建设脑科学研究中心。设立国家级脑科

学研究中心，汇聚国内外脑科学领域的专家和研究团队，共同开展重

大研究项目。这些中心可以促进合作和知识分享，加速科研进展。

制定国家脑科学发展战略：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包括长期

和短期目标，以指导国内脑科学研究的方向和重点。这可以帮助

确保资源的合理分配和研究的有效组织。

在加强跨学科合作领域，姬广星认为，脑科学涵盖多个领域，

包括神经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鼓励不同学科的合作，以

解决复杂的脑思维问题，并推动技术的发展。

此外，需要培养脑科学和脑教育专业人才。“依托国家做后盾，

国内顶级科研院校参与投资培训和招聘脑科学领域的人才，包括

研究科学家、战略科学家，大脑工程师和数据分析师，制定国家标

准的脑科学和脑教育培训教材，人社部设立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并

颁发脑教育领域的教师资格证书，这有助于确保中国在脑科学研

究方面具备竞争力，并为未来创办中国第一所脑科学大学奠定良

好的基础。”姬广星表示。

国家还应该鼓励技术创新，提供支持和奖励，鼓励科学家和

工程师开发新的技术和工具，以推动脑科学研究的技术突破。

从现阶段的脑科学的研究和脑教育行业的发展来看，这些建

议可以为中国的脑科学研究提供方向和动力，有助于推动该领域

的发展，加速脑思维研究，打破技术壁垒，取得更多重要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