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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影响学习成绩的智力因素 

第一节  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 

一、什么是智力因素 

就学习心理而言，可分为认知性心理机能系统和非认知性心理机能系统。通常

把构成前者的心理因素统称为智力因素，把构成后者的心理因素统称为非智力因

素。智力因素包括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和思维力等，非智力因素包括

动机、兴趣、情感、意志和性格等。智力因素在实际发挥作用时，是作为一个完整

的整体的；在智力活动中非智力因素各自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并且各个因素发挥作

用的水平也不一样。 

智力因素是智力活动的执行者，是智力活动的操作系统；非智力因素是调

节者，是动力系统。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之间既存在很大的差别，同时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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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联系、互相制约、互为条件、彼此促进的。学习活动就是智力因素和非智

力因素两个系统共同参与的过程，而学习成绩则是这两个系统相互协调、共同

作用的结果。智力活动是主动而复杂的心理过程，它不仅包含着各智力因素的

相互联系和影响，还和其他心理过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人完整

的内部状态系统。所以，离开人的整个心理状态，孤立地研究智力发展的做法

是不可取的。此外，智力以外的许多心理因素，如兴趣、情感、意志等等，虽

然不能直接实现认识过程，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认识的过程和结果，影响智

力的发展。 

二、什么是非智力因素 

非智力的心理因素包括兴趣、情感、意志等。许多追踪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们，

不属于智力因素的个性心理品质，即非智力因素，对智力的发展起着长效的促进作

用。例如，学习兴趣是学生进行智力活动的前提，是产生学习积极性的主要诱因，

如果学生对学习产生了兴趣，就能孜孜不倦地进行钻研、探讨、攻读和创造。广泛

的兴趣可以使学生从多方面获得知识，浓厚的兴趣可以使学生注意力集中，思路敏

捷，想象丰富，记忆牢固，从而取得学习知识和发展智力的最佳结果。 

学生学习成绩差，往往并不是因为智力愚钝，而是因为缺乏学习的动力和兴趣，

或者是积极的情感和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创造性学习和智力的自主开发，不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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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情感，还需要决心、行动和顽强的毅力。 

作为艰苦的脑力劳动，在学习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

挫折，甚至是失败。当我们面对困难、挫折和失败的时候，是迎着困难坚持不懈，

还是忽冷忽热半途而废，这就取决于个人是否有坚强的意志。具备坚强品质的学生，

通常就能够迎难而上，坚持不懈地向既定目标进击，并在持续不断的努力中，促进

智力发展；而缺乏这种可贵心理品质的学生，要想掌握丰富的知识和迅速发展智力，

是不可能的。 

三、什么是智力 

智力作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从感知观察的角度讲，智力就是观察力，就是耳“聪”目“明”；从记忆的角度讲，

智力就是记忆能力，就是记得牢、记得快；而从思维的角度讲，智力是理解能力和

综合分析能力，是迅速巧妙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构成智力的基本要素，除观察力、记忆力和思维力以外，还有注意力和想象力。

但智力并非是这五种基本因素的机械相加，而是它们的有机结合，这保证了在各种

实践活动中有效地进行认识活动。 

智力是一个整体，其中的五种能力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在这个整

体结构中，各种智力因素的作用各不相同：感知观察力是智力活动的“门户”，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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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的知识大多是通过这个门户进入的；记忆力是智力活动的“仓库”，人们总是依

靠记忆，把进入头脑中的知识加以储存以便运用；注意力是智力活动的“组织者”，

依靠注意力的组织和维持，我们才能进行有效的认识活动；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羽

翼”，依靠想象力，我们可以无限拓宽认识的领域，在无限广阔的时空内进行认识

和创造；思维力是智力活动的核心，通过思维，我们才能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

和规律。 

智力与人脑有密切的关系，人脑蕴藏着巨大的智力潜能。形象地说，人脑犹如

一座蕴藏着无穷宝藏的矿山，只有付出辛勤的劳动去挖掘和开采，闪耀着人类智慧

之光的宝藏才能无穷无尽地被开采出来。 

四、影响智力发展的因素 

人的智力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遗传因素 

遗传方面的因素主要是指遗传素质，也就是说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生物状态和解

剖生理特征。遗传素质是智力发展的生物前提，是制约和影响智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没有正常人的先天素质，就没有智力，更谈不上智力发展。 

但是，我们不能片面夸大遗传素质在智力发展中的作用。大量调查表明，除极



 第一章  影响学习成绩的智力因素  
 

 
5 

少数人在遗传素质方面有着严重缺陷外，绝大多数人的智力水平在遗传方面并未存

在多大的差异。少数学生将自己不理解所学的知识不理解，记不住，学习成绩不断

下降的现象归咎于自己天分低，天生脑子笨，久而久之，就产生了自卑感，丧失了

学习的信心和勇气。其实只要对自己的学习进行一番认真的思考和总结，不难找到

学习状况不佳的原因：或者是学习方法不对头，或者是学习基础太差，或者是主观

努力不够等等，总之绝不是因为天生脑子笨。 

（二）环境因素 

所谓环境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学校大环境教育的作用。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并受到环境的影响，人的智力是在一定的环境和

教育的影响下，通过自己的时间活动发展起来的。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

和社会环境，相较而言，社会环境对智力发展的影响更大。 

概括地说，社会环境对人的智力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可以把遗传素质

为智力发展提供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现实。社会环境又可以分为宏观和

微观两种：宏观环境是指人生活的历史时代、社会制度、生产力发展状况以及社

会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等等。微观环境包括家庭、亲戚朋友、居住条件等等。微

观环境对智力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其中家庭教育，特别是家庭的早期智力开发，

对智力发展的影响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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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环境中，对于学生来说，学校是一种人为特设的环境。它根据一定的教

育目的，通过严密的组织形式，运用科学的措施和方法，按照一定的程序，循序渐

进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影响，因而学校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更加集中，同时也更加科

学和更具针对性。 

五、开发智力与智力的自我开发 

所谓开发智力，就是指创造一切条件，运用一切时机，使人脑巨大的智力潜能

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展现出来的过程。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专门场所，教师是培养人才的专职人员，在讲求素质教育的

今天，越来越多的教师在向学生传授系统知识的同时，致力于学生智力的开发。从

各个学科的一般教学过程来看，教师引导学生观察事物，鼓励学生通过思维与想象，

理解教科书中的概念、公式、定理、法则等规律性知识，并通过复习与练习记忆知

识和运用知识，从而达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教师正是在这样连续不断的

过程中促进学生智力发展的。此外，学校组织的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也同样促进着

学生智力的发展。 

但是，从内因和外因的哲学角度考虑，学校教育仅仅只是促进学生智力发展

的外部因素，如果没有学生自身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参与，那么学生仅仅处于被别

人开发智力的被动地位，其智力发展将受到极大限制。因此，在智力开发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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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要努力改变单纯依靠外部因素的被动局面，占据自我开发的主动地位，这样才

能发挥学校教育为发展学生智力创造的各种有利条件，才能使潜在的智力最大限

度地发展起来。 

六、智力与知识 

智力与知识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二者是两个概念，并不等同，也不能混同。那

种认为掌握了知识，智力就自然而然发展起来了，或者知识越多，智力发展水平就

越高的想法是错误的，这样的认识既不科学也不利于智力的自我开发。 

智力与知识相互区别：智力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本领，是人们掌握知

识的条件和武器，构成智力的各种基本因素，如观察力、记忆力和思维想象力均属

于心理活动的范畴；而知识则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属性、本质

及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学生在各科教学中学习的内容，无论是语言文字、历史事

件、资料数据，还是公式、法则、定理等，都是人类长期实践的认识结果，是反映

客观事物的知识，因此不能将智力与知识等同起来。智力与知识之间也有联系：智

力是掌握知识的条件，知识是发展智力的基础。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建立在大脑

活动的基础上，离不开认识能力；不具备一定的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和想象力，

人连最简单的知识都无法掌握。但同时，智力发展又离不开知识，知识是人类实践

经验的总结，是人类认识的结晶，智力总是在认识和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发展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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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来说，智力的发展要以掌握知识为中介。因此，学生要发展智力，必须认真刻苦

地学习，努力扩大知识面，不断充实头脑。 

知识的掌握虽然是智力发展的基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促进学生智

力的发展，那些支离破碎的、靠死记硬背塞进头脑的知识，不仅不能增进智力的发

展，还会妨碍这一过程。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能否发展智力，完全取决于怎样学习。

在强烈求知欲望的驱使下，认真仔细地观察，积极主动地思考，通过想象把抽象的

知识具体化、形象化，从而真正地理解知识，并在练习和其他实践活动中，举一反

三地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这样学习和掌握知识，必然会促进智力的发展；反之则会

影响智力的发展。学生在学习中如果不注重知识的理解，忽视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

懒于动脑，智力就不会得到训练和发展。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

样的现象一些学生在小学单靠机械式的记忆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但升入初中以后，

随着学习内容的不断加深和知识量的增加，渐渐无法适应学习要求，学习成绩下降

得很快；而智力较好的学生，学习潜力大，后劲足，进入中学后学习成绩不降反升。 

知识经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丰富，但智力发展却并非如此。智力发展曲

线显示：在少年时期智力呈直线上升趋势，青年期达到顶点，高峰平稳地保持一段

时期以后，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表现为一种衰退趋势。 

总的来说，发展智力和掌握知识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在掌握知识和发展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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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重视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在理解的基础上，

尽可能地广泛涉猎，不断丰富头脑。二是要重视智力的开发，要善于思考，勤于思

考，提高掌握知识的效率，增进社会实践的适应性和创造性，把学习和思考有机结

合起来。三是把握住课堂以外的学习机会，拓宽活动领域，在各种有益的活动中开

拓视野，在无限广阔的认识范围内积累知识，发展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