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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西藏那曲牧区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特殊性

和教育发展的复杂性，那曲学生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特点，

概括为非智力发展具有优势，智力发展处于弱势。洞悉那

曲牧区学生非智力发展现状，开启用非智力发展的优势促

进智力发展的视角有利于提高那曲教师专业素养以实现那

区学生的全面发展。

2 有关概念界定

2.1 素养教育
中国 2014 年《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意见》中首次提出核心素养，并将其内涵界定为“学

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

键能力”。学者孙建明等进一步提出核心素养是“现代公

民过上有责任感的生活所需要的能力与品格 [1]。”鉴于此论

文提出“素养教育”的概念，并定义为“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任务，养成个体健全人格为基本目标的基于课程核心素

养的回归教育”。

2.2 非智力因素
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中非智力因素的内涵可以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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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为兴趣、动机和愿望、情感和激情、意志和自我控制能

力、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个性等影响学习过程的心理 

因素 [2]。

世界课程改革与教学创新文库《教学与非智力因素的

开发和利用》中将非智力因素的概念定义为智力因素以外的

一切心理因素的总称，主要包括动机、兴趣、情感、意志、

性格等心理因素 [3]。

中国学者燕国材教授将非智力因素定义为凡是智力因

素以外的一切心理因素都可以称为非智力因素。论文将非智

力因素定义为“智力因素以外影响智力发展的一切心理、生

理和环境因素”，侧重探讨那曲牧区学生非智力因素中，情

感、意志力和自尊和责任感等的发展现状。

3 西藏那曲牧区学生非智力发展现状案例分析

教师职业不是一个能增长物质财富的职业，它的成就

增长的是师生和社会的精神财富。教师一生的精神财富中很

大一部分无疑是来自学生。与那曲学生相互切磋学习的过程

中那曲教师虽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说法和做法，但会有共

同的内心感受和情感体验。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艰难又如期地

毕业后，总会留下说不清的情结和不想抹去的回忆，作为教

师职业生涯中孜孜不倦的动力源泉。

3.1 案例（1）：让老师尴尬的“微笑”
全世界每个老师都免不了的经历应该是在全班同学面

前严厉批评某位学生，无论是正面还是非正面，批评完后继

续上课，下课时下意识地回头看那位学生。但不是全世界的

老师都有机会经历接下来的“尴尬”局面，当你回头看到这

位学生时，他正好向你“灿烂地微笑着”。

然而那曲每个老师都常有这样的经历。让人尴尬、惭

愧又欣慰、欣喜。总是让你“恨”不成。让你觉得不能总“恨

铁不成钢”，不能总“恨玉不成器”，要耐心炼，细心琢。

教师碰到这样的情境，要学会用心感受其中的意义，这正是

那曲学生情感发展良好的表现。

3.2 案例（2）：印象的阴影一瞬间“点亮”
高二（X）班，索 XX 同学，高一整个学年，课堂行为

自控欠佳。主要表现在注意力不能集中，高二上学期开始加

重。之前在老师的提示下还能调节注意力，但高二第一学期

开始老师站在旁边，手放在他的课桌上，时时准备提示，他

也无法做到将注意力集中保持两分钟。课后使用心理学中介

绍的集中注意力的训练方法加以调整，学生努力配合，但没

有明显的好转。了解家庭背景、与同伴和社会上有关人员的

交往情况并没有什么异常。

脑科学提供了注意力的生理机制，提出人的大脑皮层

的额叶区管控注意力。据了解这位同学身上从小到大都没有

发生过额叶受损的事件。这位学生由此成为办公室的话题，

给老师们留下深刻且“无可救药”的印象。

有一次学校组织公开课，轮到我的那一节，正讲得几

乎“忘我”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在班级的右上角离门口最近

的那个位置上，上半身挺直、高高地抬起头、主动地将左手

放在笔记本上，右手拿着笔，随时记笔记，双眼炯炯有神，

嗓门也打开了，用从未有过的姿态和专注力尽一切努力在回

答问题，用全部的情感在配合着笔者的公开课。

这一瞬间一直对他的刻板印象的阴影被点亮了，笔者

发现他无比阳光。那么真切地希望着老师能够上好这堂公开

课，为此他克服了平时无法克服的困难。“无药可救”的他

想要成就老师。这堂课我看到了他内心真实的情感，是那么

的真诚和负有责任。

3.3 案例（3）：让老师难以忘怀的“道别”
教学相长是我国人生哲学家孔子的教育理念。师生无

论在知识层面还是情感层面都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共同进步的。这种影响和渗透在某些特定的时期会有一次质

的升华，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属每一年的“毕业季”。

2019 年笔者由于学校教学部署接了两个毕业班级的化

学教学任务，面对的挑战是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面深入了

解学情、做到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最适宜化，以取得近期和

长远的教育教学效益。这种情况教师要投入的生命时间和生

命情感都是加倍的。

初步了解到每个班级近七位学生在基础汉字的书写、

书写时的动作技能、化学元素符号的认识、简单的加减乘除

原则的运用等最基础的知识和技能上发现较大的欠缺。同时

发现他们有很好的记忆力，只因为偷懒和侥幸心理，忽视了

记忆力的发挥和挖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严格和艰苦

的记忆训练，在最短的时间里让他们发挥了记忆力的优势。

在此期间师生冲突也是难免的，但让我欣慰的是在老师耐久

的心理调节和学法指导下，他们最终认清了自己文化基础知

识上的欠缺，给予了持久和真心的配合，短短一年的高三，

在学习态度、书写时的动作技能、图标和现象等的观察能力、

对口头语言的听力、思考范围的确定、表达的准确性和学业

成绩上都取得了很好的进步，他（她）们让所有人看到了自

己坚韧的意志力和较强的自尊。我们一起在一年的时间里

最大限度地偿还了之前每一个教学阶段因疏忽和偷懒欠下 

的账。

这一年这群学生在各个层面无疑是有收获的，但也是

精疲力竭的。参加了高考之后离开母校之际，告别老师之时，

每个学生手持洁白的哈达一次又一次地拥别老师，这群学生

不论男女、年龄、身高，他们给予的拥抱是最持久的，无声

流泪、紧紧拥抱、久久不肯放手，在班级里、到老师家里、

离校前一刻还要再来告别一次。

那种不舍和感恩的勇气没有因为之前经历的苦难而削

弱。最可贵的是此时高考结果还未确定，但他们及全体同学

不计结果如何，此刻都感受到了老师在这一年的用心良苦。

对于只带了一年的我如此，三年的任课教师和班主任愈加 

如此。

这就是毕业季，全国各地每年都有的季节，师生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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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内心世界的大门，生命情感的真相流露，所有的努力和

严厉、矛盾和冲突、耐心和恒心、泪水和汗水，在这一时刻

相互融入完全化解，生命价值叠加，精神境界提升。对于师

生而言最寂静、最深刻的教育就在此刻发生了。

3.4 案例（4）：她们对于“幸福”的看法
那年笔者担任了某毕业班的化学教学工作。高考成绩

出来有十多个学生没能上分数线。尽管笔者内心的一个角落

里，重复演绎了很多种假设，但不可能再有不同的结果，结

果已成现实。经过一个暑假的烦闷、反思和领会，心中再如

何感想，新的学期已然来了。笔者如期进入高一新生四个班

级的化学教学工作中，渐渐放下了一些遗憾。

有一天不经意地看到了一则微信消息，发过来已有

二十多分钟。

学生：“恩师，最近好吗？”

学生：“您今年带毕业班吗？”

我：“我很好，亲爱的，你也好吗？我今年不带毕业班，

接了高一新生。”

学生：“恩师，您带哪个班级？”

我：“高一（1）（2）（3）（4）班呢！”

学生：“他们是幸福的！”

我：“嘿嘿，亲爱的同学，你是哪位？”

学生：“我是高三（X）班 XXXX 同学”

学生：“有机会我想再来听一次您的课！”

笔者不由陷入沉默，遗憾又一次涌上心头。这位学生

恰好是那届没能上线的同学中的一位。笔者的第一感受是自

己有什么资格接受这位同学如此崇高的肯定？第二感受是

她没有抱怨吗？不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吗？如何有勇气这

么快与老师联系，及时给予老师安慰？还有能力肯定老师的

课堂？还能有如此好的勇气来回温曾经的课堂，这是什么情

况？我们教育出这样的学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教育教学的成功与否如何可能只用一个考试成绩说明

了：我亲爱的同学，你让我陷入了沉思。谢谢你，及时联系我，

如实分享你的近况，让我感受到你内心的完整，情感的真挚，

我已经放心了。我也相信你能走出属于自己的另一条积极向

上的生活道路。

一阵沉思后，笔者给他回了拥抱的表情。并请他随时

过来课堂和家里叙旧畅聊。

后来她和另一位同学一起来听笔者的课。坐在教室最

后排位置上，新学子们不以为然，但笔者与这两位学子在这

一节课心灵相会。如今每每想到此情此景，笔者的专业精神

和情感境界都会得到一次提升。

面对不利的处境学生没有歇斯底里的悔恨和怨言，坦

然接受已经发生的虚心迎接即将面临的。那曲学生所特有的

这种真挚的生命情感一直也在摆正我们教育者的情感。成为

那曲教师职业生涯中遇到职业倦怠、专业精神枯竭等教师心

理挫折时期的力量源泉。

4 结语

根据多年在那曲教育一线的教育教学经验以及相关理

论和实践研究，发现那曲牧区学生在非智力因素中，情感和

意志力以及自尊和责任心、个性等方面有很好的发展和表

现，应勤于发现、乐于呵护和积极肯定。

新时代，那曲教育者在新教育理念的引领下，主动开

拓将非智力和智力两方面联合起来衡量那曲牧区学生全面

发展现状的新视野，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探索用非智

力发展的优势促进认知发展的途径，有利于那曲教师自身专

业素养的提升以实现那曲牧区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有利于推

进那曲教育在素养教育的道路上取得更好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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