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须知·关于我们 

前沿话题 | 专题研究 | 青年与青年工作研究 | 少儿与少儿工作研究 | 青少年法律研究 | 资讯库 | 论文库 | 数据库 | 专家库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 | 《中国青年研究》 | 《少年儿童研究》 | 《中国青运史辑刊》 | 家庭教育与培训认证 

您的位置：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非智力因素与大学生思想教育  

李五一 | 最后更新：2005-1-18  

非智力因素与大学生思想教育 

 

李五一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高校

思想教育工作的根本目标在于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为我们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工

作指明了方向。 

大学生的素质，可以分为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两个方面。把人的素质分为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

在我国由来已久。先秦两汉时期儒家学者关于“仁”与“智”关系的论述就已明确表达了这一划分方法

和研究思路，而首先明确提出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概念则是20世纪以后的事。1935年，美国心理学

家亚历山大首次提出了“非智力因素”的概念。此后，另一位美国心理学家韦克斯勒又提出了“一般智

力中的非智力因素”。纵观国内外学者对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研究，基本结论便是充分肯定非智力

因素对于促进智力因素发展和人格健全具有重要作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注重对人的非智力因素的

培养。 

非智力因素是指在人的个性结构中，除思维、感知、记忆、想象等智力因素以外的心理因素，包括

性格、意志、气质、情感和认知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1世纪全球开智计划》中强调指出：“智

力并非一个单向度的概念，除了基本智商，它还包含了人的更多能力：成就智商、道德智商、情绪智

力、体能智商……。”这一表述，阐明了人的智力的多维性和共生性，也阐明了人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

因素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辩证关系。非智力因素作为人的心理活动的产物，具有影响人们思想发展方

向和思维深度的能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定向、引导、维持、调节等方面。在思想教育中，非智力因素可

以帮助大学生确定方向和目标，帮助他们从动机走向目的，激励他们坚持不懈、始终如一地朝着既定目

标前进。非智力因素还可以使大学生自觉控制和支配自己的行为，振奋精神，不断进取。 

过去，在高校思想教育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重视对大学生智力因素的开发和教育，而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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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了对大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存在着关注结果而忽略过程，关注整体而忽略个性开发，关注接受而

忽略学生的自主发现，关注形式上的遵守而忽略客观实践的作法。这种作法是既片面又短视的。就实质

而言，人的素质具有高度的整体性。人的全面发展，必须通过对人的素质的整体提升才能实现。从理论

的视角，我们可以把人的素质划分为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但在现实中却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对立

起来。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智力因素中有非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中也有

智力因素，两者是共生共存的关系。我们必须从非智力因素和智力因素的相互关系中研究和把握人的发

展变化，才能进而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使思想教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因此，今后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

施，进一步加强对非智力因素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作用的研究，高度重视对大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开发和

培养，使高校思想教育工作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大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需要。 

 

（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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