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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0_8F_E5_AD_A6_E6_c38_55351.htm 一）智力与智育的含

义智育是教育者创设一定的情境以提升教育对象的智慧水平

为目标的教育。“智慧”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在内容

方面，指人对知识的掌握，对事物的敏捷而正确的理解、辨

析、判断，以及具体的发明创造等等。在形式方面，则包括

理解、辨析、判断和发明创造等方面的心智和实际能力（即

智力）。因为智力对于智慧内容的产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以对智育范畴的理解首先必须与对“智力”及其发展的

理解联系起来。1．智力包括哪些内涵？我国学者中通行的智

力概念“是指认识方面的各种能力，即观察力、记忆力、思

维能力、想象能力的综合，其核心成分是抽象思维能力”。

朱智贤主编：《心理学大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953页。所以，所谓对智力的培养当然也就包括了上

述能力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些能力的发展，我国学者通常主

张要通过传授知识、发展技能等方式进行教育。这一理解与

对苏联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借鉴有很大的联系。现代西方心理

学对智力的探究成果十分丰富，理解也有较大的差异。比如

关于智力的要素，斯皮尔曼认为，智力因素主要由一般因素

（G因素）和特殊因素（S因素）两项因素组成。前者指一切

智力测试中都能检测的能力；后者指仅表现于个别特殊课题

中的能力。而吉尔福德则认为智力涉及运思（认知、记忆、

发散思维、辐合思维和评价五类）、内容（视觉的、听觉的

、符号的、语义的和行为的五类）和产物（单元、类别、关



系、系统、转换和蕴涵六种）三方面，总计150种心理能力。

目前，西方心理学的主流是认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的主要

观点是，智力是人对信息的加工能力。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

心理学家斯腾伯格的智力三元理论。斯腾伯格认为：智力是

使个体产生适应环境的行为的心理能力；适应性行为既要反

映刺激的新颖性，又要反映信息加工自动化的程度；产生适

应性行为的心理机制是信息加工的反省成分、操作成分和知

识习得的协同。认知心理学的许多成果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但是目前已有的这些成果对我们正确理解智力就已经有了

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中、西方的观点，我们不妨综合起来

理解。智力实际上就是人的智慧能力。它可以表现为观察力

、记忆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等等各种认识方面能力的综

合，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系统处理和加工信息的综合心理能力

。2．智力在何种意义上是可以发展的？心理学和教育学上往

往有两种不同的智力观。心理学，尤其是测量心理学往往将

智力与智商（IQ）联系起来，将智力看成是个人在团体中按

聪明程度排列所处的位置。这样的智力受遗传因素的影响远

大于环境或教育的作用。同时，虽然个体随着年龄和教育程

度的增长其认知能力在不断发展，但他们在同龄人团体中的

智商位置往往仍然是相对不变的。这样的智力概念是一种自

然能力（power），而不是一种可以通过教育去开发与发展的

潜在能力（capacity）。另一种观点认为，智力主要是一种习

得的认知能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帕金斯就认为：智力=自然

或天赋能力（power） 策略（tactics） 知识。其中“power”

指人的神经系统的生理功能，不易为后天所改变；后两者则

是指个体通过学习所能获得的策略技巧和各科知识。显然，



假如我们将智力仅仅做前一种，也就是狭义的理解，智育的

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关于智力概念的正确理解应当是：第一

，由于即使是狭义的智力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不可能

脱离相关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赞成较为广义的智力概念，

即智力是一种由天赋、策略与知识等因素合成的综合能力。

第二，即使将智力看成是个人在团体中按聪明程度排列所处

的位置，人的智商也不是绝对不可改变的东西。小学阶段，

儿童的智力正处于发展阶段，更不能对学生的智力作狭隘和

武断的结论。教育活动所要做的只是要在承认智力差异的条

件下发展学生的智力水平。3．智育与教学的区别智育与教学

是一个交叉概念。智育与德育、体育、美育等相并列，构成

一个教育内容的完整构架。它们的上位概念或种概念是“教

育”。而教学则是所有各育都可能具有的教育形式。换言之

，教学并不仅仅只是智育的活动方式，德育、体育、美育等

都需要教学途径去完成，而各育在教学过程、原则和方法上

也都有各自的特殊性。同样，智育以教学为自己的重要途径

，但这一途径又并不是智育的惟一途径。（二）智育的功能

智育的意义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培

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智力发展是我国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智育的意义可以

从其必要性和可能发挥的功能两个角度去理解。1．人的智慧

水平有通过智育去培养的必要性我们知道，人类的智慧成果

是以两种方式得以传承和发展的：一种是客观的或物质的形

式，比如工具、图书和其他媒介的形式；二是以主观的即主

体的心智能力包括智力的形式。这两者之间又是通过相互作

用而相互促进的。教育对于智力发展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第一，在没有学校教育参与的情况下，人的智力也

会在生活中得到一定的发展，但这一发展是自发和缓慢的。

学校教育对智力的开发是有意识的，所以会提供较多的刺激

智力发展的条件和方法，从而加速这一发展。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