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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9B_E4_B8_8E_E7_c38_60325.htm 智力是在认识活动中表

现出来的一般能力，在此谈的智力与一般能力是一致的。下

面有必要说明智力与知识、创造力以及非智力的关系。 一、

智力与知识 智力与知识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 智力是人们

顺利完成某种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认知因素的总和，以抽象思

维能力为核心的；知识是个体通过与环境相互作用后获得的

信息和结构，包括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因此，二者不

能混为一谈。 从来源看，智力是在先天遗传素质的基础上，

通过教育、环境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智力含有一定的先天因

素；而知识完全是个体后天获得的。 从发展看，智力只能在

一定年龄阶段内逐步上升，到一定年龄后，就会停止发展，

甚至呈现出智力减退的现象。据研究，人的知觉能力发展较

早，但下降也早。如用曲线表示，人的智力是呈抛物线形的

曲线。知识是随年龄的增长日益丰富的，随个人年龄的增加

而不断积累，是无止境的，它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 就二

者的关系而言，首先，智力是掌握知识的前提。没有基本的

观察力、记忆力及抽象思维能力，人就无法获得起码的感性

知识，更不能掌握理性知识。许多事实证明，人的智力发展

水平通常是掌握知识的快慢、深浅、难易和巩固程度的重要

原因之一。 其次，知识的掌握反过来又可以促进智力的发展

。人们正是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发展智力。但智力与知识的

发展往往是不同步的。 总之，智力是掌握知识的前提，又是

掌握知识的结果，两者相互转化、相互促进，但两者的发展



又不完全同步。因此，教师了解智力与知识的关系，对教育

教学实践有重要的意义。 二、智力与创造能力 创造能力的核

心是创造思维能力。研究发现，不同领域里的智力与创造能

力相关程度不同。画家和雕刻家的智力与创造能力相关较低

；作家与诗人的智力与创造能力相关则很高；科学家和工程

师的智力与创造能力相关程度居中。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德

的研究表明，智力与创造能力二者的关系为：低智商的人不

可能有高创造能力；高智商的人并不都有高创造能力；创造

能力低的人智商有高有低；创造能力高的人必须具有中等以

上的智商。所以较高智商是创造能力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

分条件，创造能力的充分发挥，除智力之外，还需有其他优

良的因素作保证。 三、智力与非智力因素 非智力因素有广义

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非智力因素是指智力因素之外的对智力

发挥或发展有影响的一切心理因素；狭义的非智力因素主要

指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等对学生学习有重要作用

的心理因素。非智力因素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具有动力作用、

定向作用、引导作用、维持作用、调节作用、强化作用。 智

力与非智力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首先，智力促进非

智力因素的发展。这又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智力活动的

开展会对非智力因素提出一定的要求，从而促进它的发展；

另一方面，智力的各个因素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具有了稳定性

，就可以直接转化为性格的理智特征，如记忆力的敏捷性、

正确性、持久性，思维力的批判性、独立性、深刻性及广阔

性等，而性格是非智力因素的重要成分。可见，智力的发展

过程也是非智力因素的发展过程。其次，非智力因素又能支

配智力活动，只有在非智力因素的主导下，智力活动才会积



极主动，才会克服困难、坚持到底。再次，非智力因素还能

补偿智力方面的弱点，“勤能补拙”就是说明非智力因素对

智力的补偿作用。由此可见，培养非智力因素是发展智力的

重要条件与方法。 必须指出的是，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发展的

一致性不是绝对的、自发的，在教学中既要发展学生的智力

，也要注意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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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