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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0_8F_E5_AD_A6_E6_c38_55246.htm 智育的根本任务当然

是要培育或发展学生的智慧，尤其是智力。智育的主要任务

和内容应当是传授知识、形成技能和发展智力。之所以强调

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是因为这两者是发展智力的必要条件。

此外，要充分发展学生的智力，还需要努力培养他们的自主

性和创造性。 （一）传授知识关键的理解应有两个方面。一

是如何界定知识，是狭义还是广义的知识概念；二是如何认

识知识传授与智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即如何看待实质教育和

形式教育的关系。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知识可分为陈述性

知识和程序性知识。陈述性知识是指个人有意识的提取线索

，因而能够直接陈述出来的知识。陈述性知识也可称为记忆

性知识，是一种狭义的知识。程序性知识则是指个人无意识

的提取线索，其存在只能借助某种作业形式间接推论的知识

。比如，一个学生如果仅仅能够识记四则运算的规则，他掌

握的可能仅仅是某种陈述性知识。如果他能够熟练地运用四

则运算的规则进行应用题的心算，即使他没有意识到他识记

了这些规则，他也已经获得了关于四则运算的智慧技能，这

就是程序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包含了应用规则对外、对内调

控的能力。所以广义的知识应当包括程序性知识。程序性知

识是“真知”的形式。心理学研究表明，一般人与专家在处

理问题时的主要差异是专家的知识结构中有较多的程序性知

识。就智育而言，陈述性知识的学习过程也会产生学生心智

的变化。因为记忆能力等也是智力的组成部分。但是过于强



调陈述性知识的结果不仅影响知识掌握的程度本身，而且会

窒息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技能的可能，不利于学生智力的

增长。所以，要求特别注意程序性知识的教与学。知识学习

和智力发展之间的联系不能理解为可以互相取代的关系。智

力发展除受知识学习的影响之外，还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同理，知识的学习也并不只有发展智力的意义，并不必然带

来智力的同步发展。知识学习只有在它能够充当提高心智发

展的条件时，才能构成智力发展的积极因素。形成有利于智

力发展的知识结构，创造应用知识的机会，使之由陈述性知

识向程序性知识转化，应当成为知识传授和学习最重要的任

务。（二）发展技能正确的认识也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技能

概念的理解，二是技能发展与智力发展的联系。形成必要的

技能也是智育的重要任务。所谓技能是指在练习的基础上形

成的按照某种规则或操作程序顺利完成智慧任务或身体协调

动作的能力。技能不仅是指对身体活动的协调能力，还包括

进行智力活动的智慧能力和对认识活动本身的反省认知能力

。这样，实际上有三种技能类型存在。有的学者认为，动作

技能没有多少智力的成分，应是体育或劳动技术教育的内容

。这一看法实际上是错误的。外部身体动作技能实际上必然

伴随一定的认知、判断、推理和协调的心智活动。动作的学

习可能是体育的内容，但动作相关的心智发展却是智育的目

标。至于进行智力活动的智慧能力，实际上是人们借助于内

部语言以极其简约的形式所进行的智力活动所表现出的能力

。从知识的形态上看，相当于程序性知识运用的智慧。默读

、构思、心算等都属于智慧技能。智慧技能的培养需要靠必

要的训练去解决。对认知策略本身进行反思的能力是随着认



知心理学的发展提出来的一项任务。过去我们也谈“认识”

概念，但主要是在哲学范围。随着认知心理学对认知策略的

研究逐步深入，人们发现，有关人的认识过程存在一些知识

和技巧，可以作为一种可迁移的能力来培养。以“发现”式

教学闻名全球的教育学家布鲁纳就曾将教学过程概括为“为

学生提供材料同时让学生提出概念假设，对获得的概念进行

检验，要求学生分析他们获得概念的策略”三个阶段。其中

对获得概念的策略进行分析的做法显然属于试图促进学生对

认知策略本身进行反思的能力的一种尝试。所以，要提高学

生的智力水平，需要教学过程对学生的认知本身做一定的了

解，提供反思和改进学生认知策略的机会和途径。（三）培

养自主性和创造性自主性是一种人格特质而非智力本身。但

毫无疑问，自主性亦是个体智力品质的重要特征之一。自主

性是个体一种能够独立作出判断，批判地反思这些判断，以

及依据自己的判断将信念和行动整合起来的心理倾向。自主

性与智力活动的联系可以通过智力活动对批判性思维的需要

而得到说明。任何智能活动都需要联想等将已知条件和未知

的结论连接起来。如果这一连接不是幻想，就必须有一种自

主的批判性思维。同时，正常或健康的智育也能够包括自主

性的培养。英国人迪尔登认为：“智育并不（只）是装载认

知内容的问题，它还意味着努力获得精确性、明晰的表达力

、秩序，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当审查和评价认知内容并

在总体上对之进行批判性评估时，智育更意味着一种批判性

分辨的活动。人们对真理、一致性和适合性始终抱有疑心，

而且对谬误、无效性和不贴切性也抱有相应的戒心⋯⋯正是

由于这种批判性思维活动，才使得智育能够培养自主性。”



所以，我们认为，自主性的培养不仅是一种价值或德育的目

标，也是智育的重要任务。创造性是人具有较高智力尤其是

良好思维能力的重要表现和标志。由于现代社会对创造性的

迫切需要，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美国

心理学家吉尔福德曾经依据思维进程的方向特征将人的思维

划分为发散思维和辐合思维两个类型，并且认为创造性的主

要表现是发散思维能力。所谓发散思维就是人们常说的“求

异思维”或“开放式思维”，在这一思维模式之中，思维在

一段时间中可以不拘一格地朝多种方向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

法、途径和答案。而辐合思维则相反，思维根据给定的信息

和条件沿着传统的逻辑朝归一或单一的方向推演，最终找到

一种合意的答案。这样一种朝一个方向集中的思维模式就是

辐合思维。辐合思维也叫“求同思维”和“封闭思维”。吉

尔福德等人认为，发散思维几乎可以与创造性思维并称。这

是因为只有在发散思维的条件下才能冲破外部的条件束缚和

内部的心理定势，从而进行创造性活动。发散思维以思维的

流畅性（反映的速度和数量）、变通性（反映类别的多样性

）和独特性（出现新观念的概率）作为衡量的指标。换言之

，创造性的培养主要要从思维的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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