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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能力和特殊能力两大类。一般能力是指人在一切活动中所

必需的一些基本能力，例如感觉、记忆、想象和思维等方面

的能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智能。而特殊能力是指在人的某

种专业活动中表现出来并保证这种专业活动获得高效率的能

力，例如数学、音乐、绘画、戏剧、文学等方面的能力。一

般能力和特殊能力是彼此有机地联系着的，一般能力越是发

展，就为特殊能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内部条件；反之，特

殊能力的发展也积极地影响智能的发展。某种一般能力的某

一方面特别发展后，就可能成为某种特殊能力的组成部分，

因此特殊能力也可以看作是一般能力的特殊化和具体表现。

例如，数学方面的一种特殊能力是对数学材料的关系能迅速

地进行“压缩”和概括，而这正是人的一般思维能力在特殊

活动中的具体表现。音乐才能所需要的听觉表象能力，也就

是人的一般表象和记忆能力在音乐活动中得到高度发展后的

特殊表现。因此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在活动中是辩证统一的

关系，任何活动的顺利进行都需要一定的一般能力和特殊能

力。根据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对培养人才的要求，既要注意

发展学生的一般能力，也要根据他们的各自特点，在发展一

般能力的基础上，培养他们的特殊能力。不管是一般能力还

是特殊能力，对每个人来说，他们的表现都是不同的。既有

类型上的不同，也有品质上的差异，而且同一种类型的能力

各个人还有水平的差异，也就是说能力在质和量上都表现有



差异。 人们在知觉、记忆、想象、言语和思维等方面，都表

现有能力的个别差异。例如，有的人知觉属于综合型，他的

知觉具有概括性和整体性，但是分析方面较弱。有的人知觉

属于分析型，他的特点是有较强的分析，对细节感知清晰，

但综合方面较差。第三种人的知觉可能具有上述两种类型的

特点，可称为分析综合型。在记忆能力方面，有人善于视觉

记忆，有人长于听觉记忆或动作记忆；有人记得快、忘得慢

，有人记得慢、忘得慢，有人记得快、忘得快，也有人记得

慢、忘得快。在想象方面的个别差异首先表现在想象力的强

度上。想象力强的人，想象表象鲜明生动，他似乎听到、看

到或摸到当前并不存在的事物。想象力弱的人，他的想象表

象则比较模糊。此外，人们在想象的广阔性、丰富性、想象

内容的创造性等方面，也都存在着个别差异。思维方面的个

别差异表现为思想的深度、灵活性、逻辑性以及批判性等等

。我们常常会遇见一些人的思维很灵活，思考问题很敏捷，

但是不够深刻；有的人很容易受人暗示，缺乏思维的批判性

。思维的个别差异还表现为有的人善于实践的思维，或叫动

作的思维，即他们在解决思维任务时，总伴有实践的动作；

有的人则习惯于具体的形象的思维；还有的人善于抽象的逻

辑的思维。上述这些一般能力的个别差异，在同一个人身上

总是互相联系着、统一地表现出来的。例如，长于动作记忆

的人，他的思维往往有实践性；思维带有具体形象性的人，

想象往往也总是丰富的。在特殊能力方面，学生的个人特点

表现得更为明显。具有文学方面的能力的学生，往往表现为

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创造性的想象力和高度发展的运用语言

的能力，他们总是情趣盎然地感受着现实的影响。具有技术



方面的能力的学生，在研究、设计和制作机器或有关的模型

时，能深入考察它们细节与细节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极为细

致的技术观察力。他们也能依据机械运动的规律预先做出很

好的定向，并做出较合理的操作设计。这里表现了他们技术

思维能力和空间构造的技术表象能力的高度发展。具有绘画

方面的能力的学生，他的知觉不仅以完整性为特征，而且善

于在事物中区分出能最突出地表现这一整体事物的本质特点

。视觉的敏感性(线条感、比例感、色调感等)、艺术的想象

力及手的运动的高度灵活性和准确性等都是他们的特点。能

力差异还表现在发展水平的不同。根据研究，在一般情况下

，人的智能的高低在人数上常常表现为一种常态分配：两头

小、中间大，即智能特别高或特别低的人为数极少，而中等

的人则占大多数。天才与先天的素质条件有关，但更重要的

是后天的培育。如果后天培育能够及时进行、方法适当，加

之个人的勤奋努力，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条件下，是

完全可以培养出更多的卓越的人才来的。各种能力出现的早

晚，各人存在着差异。有些人在童年时期就表现了某些方面

的优异能力。这叫做早期成就、早慧或能力的早期表现。例

如我国唐初的王勃，10岁能赋；明末的夏淳，9岁善诗文；奥

国古典音乐家莫扎特，据说他才3岁，就发现了三度音程，经

他父亲加以指点，立刻就能谱小步舞曲，那时他还不会拿笔

。近代控制论的创始者之一维纳，也是幼年就显露了非凡的

智能，9岁破格升入高级中学，18岁得博士学位。马克思和恩

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年仅30岁，恩格斯只有28

岁；。列宁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

民主主义者?》一书时，也只24岁。当然也有“少时了了，大



未必佳”的情况。但这只是说明能力的发展与一个人的事业

成就并不总是成正比例的，因为一个人事业的成就还受多种

复杂的因素所制约。除了能力的早期表现外，还有所谓“大

器晚成”的现象，即他们的才能一直到很晚才发展出来。例

如我国著名的画家齐白石，40岁才表现出他的绘画才能。达

尔文五十多岁才开始有研究成果，写出名著《物种起源》一

书。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因为所专攻的学术领

域具有某种长期性，不能一蹴而就，非有长时期努力不可；

也有的因为早期不努力，后期倍加勤奋的结果；更多的是由

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阶级地位，使他们得不到及早学习和

专攻的机会。此外，还有这样的情况：虽然从小智能平平，

但由于主观上的特别努力，经过辛勤的劳动，花费比别人更

多的心血和汗水，终于有了成就。例如我国清朝的阎若琚，

据说他少小愚钝，记忆力差，6岁入学，读书千遍还背不了。

他明知比别人笨，就“笨鸟先飞”，一生格外努力，苦学不

已，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考据学家。不管是“早慧”，还是

“晚成”，都少不了一个根本的条件：主观努力，勤奋学习

。如果不努力，“天才”会夭折，老大徒伤悲。如果有“下

得功夫深，铁杆磨成针”的精神，愚钝也可以转化为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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