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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non-intelligence facto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non-intelligence factors, 
aiming at the 21st century university and students group, puts forward three kinds of cultivation measures of non-intelligence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so as to effectively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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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非智力因素培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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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通过对非智力因素的概述，讨论了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的关系，针对 21 世纪大学生群体，提出三类大学生非智力因素培
养措施，高效地培养出 21 世纪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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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的教育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目前中国高等学校的

教育宗旨是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全面落

实素质教育；实现“教育目标的最终是创新”的理念，使学

生学会生活、学会学习。

如何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培养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目前教育的核心任务。21 世纪的

人才既要重视专业知识技术的教育，也要关注智力因素与非

智力因素的和谐发展。因此，必须明确非智力因素的核心要义，

探索科学、有效的非智力因素培养策略，全面提高大学生的

综合素质，培养国家亟需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 [1]。

2 非智力因素概述

非智力因素是相对于智力因素而言，非智力与智力因素

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智力系统。一般认为非智力因素即人们在

行为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个性特点，主要包括动机、

需要、兴趣、情感、意志、性格、气质、习惯等。

2.1 “唯智力论”失败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对国家建设人才提出需求，“唯

智力论”曾主宰教育理论界和实践领域，但随后便陷入了困

境，人们发现智力水平高的学生学习成绩不一定优秀，更不

一定能成材。“唯智力论”的观点随着教育研究实践的深入

而逐渐动摇。教育实践证明要出人才，不仅要开发人的智力，

而且还要注意培养非智力因素。

2.2 非智力因素对智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国和国际长期的教育实践表明，非智力因素能显著的

影响行为人的行为，展现出稳定的个性特点，非智力因素的

主要元素，如动机、需要、兴趣、情感、意志、性格、气质、

习惯等是个人行为气质的重要内因，一般非智力因素对智力

的影响有以下三方面 [2]。

2.2.1 直接动机作用

需要、兴趣和热情是公认的重要的非智力因素，是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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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习与智力发展的内驱力。对学习活动来说，浓厚的兴趣

和热情会使个人树立积极的学习态度，推动他兴致勃勃地进

行学习，这是人克服困难且排除各种干扰产生无限的热情，

勤奋自强、努力学习的重要动力。

2.2.2 引导方向作用

非智力因素中的意志能直接影响学习的目的性、自觉性

和坚持性，从而影响智力的发展。而非智力因素中良好的学

习习惯使良好学习行为固定化和自动化，因此，非智力因素

在学习和智力发展中的引导方向作用，可以使人的学习行为

稳定，并长期推动学习，这是个人特别是当代大学生所迫切

需要的。

2.2.3 辅助发展作用

人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责任感、自信心、好胜心等

性格特征都是非智力因素，这些因素特别是自信心可以使人

克服能力较弱或因基础知识而带来的学习困难。优良的非智

力因素能弥补智力的部分缺陷或不足，个人良好的性格特征

就能起到这种作用。

因此，非智力因素可以辅助发展人的智力，甚至可以认

为非智力因素是人类智力发展的内因，这也从理论上说明智

力水平高的学生学习成绩不一定优秀，更不一定能成材。只

有当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处于积极状态并协同作用时，才能使

人全面发展，使人做出成就 [3]。

3 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的关系

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布鲁姆立足于教育目标的完整

性，制定了教育目标分类系统。按照教育目标分类法，人的

能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认知能力；另一种是非认知能力。

情感和动作方面均属非认知能力，也就是非智力能力，包括

组织领导、合作沟通、协作能力、情绪管理和创造性等。完

整的教育目标必须实现人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建设，也就是

让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协调发展。为研究的便利，智力与非智

力因素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3.1 同源共生，不可分，不可偏

21 世纪为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当前教育的任务，教育

的目的是人的全方位发展。智力和非智力都是人才能力建设

的主要内涵，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共同构成的人的全方位的智

慧，两者的行为主体是统一的。

长期教育实践已经表明非智力是智力发展的内因，非

智力因素可以推动智力的稳定发展，同时智力是人类推动世

界发展的源泉，没有智力的发展建设，非智力的作用就没有

依据，智力能力是非智力能力发展的基础，值得说明是在当

前不能片面夸大非智力因素的作用，盲目开展非智力因素的

教育投入。

3.2 非智力因素发展的特殊性

每一次学习讨论，每一次案例练习均有非智力因素的参

与，但这里提出的非智力因素的特殊性是指非智力因素的形

成机制与智力因素不同，情感、沟通、领导、协作等非智力

因素与知识不同，不能简单地进行学习输入，这些因素对于

人的发展具有不稳定性、跳跃性、非线性性，非智力因素的

发展与家庭、成长环境、个人经历有关，具有不可重复性和

绝对个性。

3.3 大学生非智力因素发展的特殊性

大学生已经完成了国家义务教育阶段全部的学习，大学

是一个新的学习阶段。完成大学学习阶段就要服务国家服务

社会，大学生是国家创新型人才的后备队，特别是具备了高

阶智力发展的基础，可以开展分析、评价、创新的社会化服务，

具有创新能力的大学生是国家的急需人才。

4 大学生非智力因素培养的思考

通常大学本科学习时间 4 年，专科学习时间 3 年，而良

好的非智力因素的养成与时间积累相关，所以一般规律认为

非智力需要耐心的养成、熏陶，通过校园环境、学校学风、

教师言行，可以促进大学生非智力因素的良好发展。可以通

过三类措施在大学阶段让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和谐发展，高效

地培养出 21 世纪创新型人才 [4]。

4.1 以课堂引导大学生非智力因素

课堂是大学教育的主阵地，是大学生认知能力、智力发

展的重要基地。大学课堂可以成为撬动非智力因素养成的杠

杆，以小的、短时投入为良好的非智力发展播种，通过课堂

教学要素的把握，构建大学生智力和非智力和谐发展的大学

时代。

4.2 以智力引导大学生非智力因素

智力与非智力同属于个人智力系统，智力与非智力因素

应该也必须和谐。大学生的任务是完成基础和专业教育目标。

大学阶段课程教育的核心是认知能力建设及智力投入，大学

阶段智力能力的建设需要非智力因素的协同，大学阶段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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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力的学习提高可以推动大学生学习习惯、学习兴趣等非

智力因素发展。

4.3 以实践引导大学生非智力因素

非智力因素的建设需要通过实践检验，实践是非智力能

力的归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实践和体悟，

就能更好地培育一些非认知能力。因此，我们要鼓励学生多

参加课堂内外的多种实践活动，包括日常劳动、特色教育，

将专业实习实训、案例分析训练深入融合到各个环节，在动

手实践的过程中去亲自验证、去用心体悟 [5]。

5 结语

中国在 2020 年完成小康建设目标后，到 21 世纪中期，

国家需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挺立，需要大批创新型建设人才。

为此，必须尊重非智力因素建设形成的规律，精心设计课堂

发展新时代大学生的智力，通过课程设计、实习实践培养大

学生非智力能力，培养更多的创新型大学生建设强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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