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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指导学生主动、积极地掌握知识、技能，并以掌握知识

、技能为中介发展学生智力和能力的过程。这是人类知识和

人类智慧再生产过程，是把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和人类智慧转化为受教育者活的知识、技能和活的

智力过程。对学生来说，这是一种学习认识过程。它遵循人

类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1．它是在教

师指导下，能较好地按认识发展的规律进行的，不同于自发

的认识过程，不需要通过曲折摸索的漫长道路；2．它是借助

于学习人类已有知识去认识世界的，它不同于知识的漫长的

历史形成过程，而是相对径直简短的过程；3．它不仅以掌握

知识、技能为目的，而且有明确的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的目

的。根据智力目标和智育过程的特点，智育的实施宜考虑以

下的基本原则或要求。（一）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结合即把

指导学生借助间接方式掌握知识，同组织学生通过观察和实

践活动获得直接经验结合起来。为此要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知

识结合起来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结合起来。课内教育大多是

学习书本知识，是间接经验。课外可更多地通过参观、实验

、旅行、生产劳动、社会调查、社会公益活动等获取直接知

识。（二）智力活动与体力活动结合兼顾智力活动和体力活

动，使二者协调进行，可促进智力和体力都得到发展。体力

的健康发展对智力发展起积极作用。智育过程中组织学生参

加一定的劳动，完成一定的实际操作，使智力活动、体力活



动融为一体，智力体力和谐地发展。（三）发展认知因素和

发展非认知因素结合把直接发展认知因素和从培养非认知因

素入手发展认知因素这两方面结合起来。非认知因素的培养

，对认知因素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①动力作用，非认知

因素中的情感、意志等直接影响认知的目的性、自觉性、坚

持性；②稳定作用，使某种认知或动作固定化，‘使良好的

智力、能力稳定；③弥补作用：非认知因素可以弥补认知因

素某方面的缺陷或不足。智育中重视发展兴趣、顾及气质特

征，形成良好性格，培养勤奋、踏实、自信、坚韧等优良心

理品质必然促进智力和能力发展。（四）记忆与思考结合记

忆与思考都是智力的构成因素，记忆为思考提供“材料”，

通过思考求得理解有助于记忆。在记忆材料基础上，进行实

际的智力运演是发展智力的关键。提高教学水平，把记忆水

平的教学，提高到理解水平的教学和思考水平的教学，是促

进智力发展的重要条件。（五）教会学生学习教给学生独立

获取知识，独立锻炼自己智力的方法和能力。要提高学生对

学会学习的自觉性，帮助学生掌握智力劳动的一整套方法，

善于通过多种途径主动获取知识，学会科学的思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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