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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教育的非智力因素问题初探 
— — 以高等学校为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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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团结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发展变迁特别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既有的民族团 

结教育模式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文章以高等学校民族团结教育为例，以教育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统一 

作为视角，对高校民族团结教育的理论、思想、过程、模式、手段、结果等进行审视，提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应重 

视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有机统一的观点，认为非智力因素的开发和培养应成为民族团结教育不容忽视的途径 

和手段，初步探讨高校民族团结教育的非智力因素理念的研究和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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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高校民族团结教育的非智力因素 

理念与实践审视 

1．非智力因素教育的基本概念和思想 

非智力因素是与智力因素相对应的概念 ，这 
一 概念是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心理学和心理测试 

的迅速发展 ，由美国心理学家亚里克山大 (w．P． 

Alexander)首次提出来。他于1935年在其论文《智 

力：具体与抽象》中正式使用“非智力因素”(non— 

intellective factors)这个概念[ 。此后 ，美国另一 

位心理学家韦克斯勒fD．Wechsler)在大量研究实践 

的基础上 ，比较深人和系统地论述了非智力因素 

的相关问题。到70年代末 ，非智力因素的概念基本 

上为国际心理学界所普遍认可，非智力因素及其 

有关问题也引起了我国教育学和心理学界的广泛 

重视。1981年我国学者吴福元在广州心理学会议上 

提出 “非智力因素”的概念 ，之后有部分同志撰 

文提到了培养非智力因素的问题[ ，1982年，朱智 

贤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 “非认知因素”的概 

念。1983年2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上海师范 

大学燕国材教授的《应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一 

文【3]。从此 ，对非智力因素及其与智力的关系的研 

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 

论文著作。关于非智力因素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 

说法。综合概括，非智力因素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 

义之分。广义的非智力因素包括智力以外的心理因 

素、环境因素、生理因素以及道德品质等等。狭义 

的非智力因素则指那些不直接参与认识过程，但对 

认识过程起直接制约作用的心理因素，主要包括： 

动机、兴趣、情感 、意志、气质 、性格 、信念等。非 

智力因素并不直接参与认识过程，但对认知过程起 

着始动 、定向、引导、维持、强化作用的因素[ 。智 

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密不可 

分，二者统一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 

从非智力因素的概念引人我国以来，教育工作 

者们一直注重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有关论述涉及 

各种学科的具体教学，成果斐然 ，但系统地延伸到 

学校整体教育模式 、学生的校园生活 、个体交往以 

及社会交往中的并不多。对于应用性要求较高的领 

域 ，尤其像在高校民族团结教育方面，引入非智力 

因素进行系统研究 ，尚属空白。本文试图探讨如何 

将非智力因素的教育理念及其开发应用纳入到民 

族团结教育的体系中，实现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 

的有机统一 ，探讨增强民族团结教育实效性的思路 

和途径。 

2．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统一观念下的民族团结 

教育审视 

从教育的宏观层次来讲，民族团结教育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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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两个主要方面：科学的教育思想及其指导下 

的合理实践。而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科学性关键在于 

对不同种类教育的特殊性的认识和把握。考察民族 

团结教育的实际，民族团结教育中面临的问题的重 

要根源在于没有充分理清民族团结教育与一般专 

业知识教育之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关系，特别是充 

分认识差异性。民族团结是涉及文化 、心理、社会 

的复杂问题。民族团结教育是积极稳定的民族团结 

意识倾向和心理结构的形成过程，是国家意识、群 

体意识和个人意识深度交织作用的过程，具有过程 

性 、复杂性 、多重性。民族团结教育绝非一般专业 

知识教育，不能等同于单方面的智育，也不同于一 

般意义上的德育。民族团结教育是智育、德育教育 

的特定问题，有其自身规律，不能简单套用一般教 

育教学的理论和模式。由于针对民族团结特定理论 

的研究不够，教育理论、教育模式系统性不强，因 

而在实践中往往出现套用一般课程教学模式的现 

象，使民族团结教育思维和教学模式更多表现为课 

堂上概念和理论的灌输 ，教育的针对性 、实效性不 

强，人脑人心的教育效果不理想。 

忽视非智力因素导致了实践中的诸多问题 ，总 

括起来是教育系统性不强 、教育内容和环节结构性 

缺失。具体为： 

(1)“知”“行”衔接环节缺失。“知、情、信、 

意、行”是品质基本构架，在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中 

相互作用、有机统一[ 。由于与 “情、信、意、行” 

相对应的教育内容、环节薄弱或缺乏，使德育基本 

的五个基本要素结构不全，使“知”与“情、信、意、 

行”不能有效衔接，导致理性与感性分离 、“知”不 

能得到有效转化。民族团结教育是智力因素与非智 

力因素的统一体 ，程式化、灌输说教化的重要原因 

是非智力因素思维的缺失。开展民族团结教育，要 

重视 “知”，同时必须统筹 情、信、意、行”四个 

非智力因素，才能做到知行统一。 

(2)人文主义思想和教育主体观念薄弱。民族 

团结意识社会化的关键是人 ，是人的 “内化”、“升 

华”。“内化”涉及思想、情感、倾向、习惯、行为 

等多方面，是“我”心灵的变化。人文主义思想、凸 

显学生主体观应是民族团结教育的显著特点，这要 

求教育理念的准确定位：更加尊重人、充分认识人 

的独立性；做“帮助者”、“指导者”、“引导者”；重 

视归纳、推理而不是一味逻辑演绎。 

(3)将 “教育”等同为 “教学”的简单化倾 

向。设置专门课程开展教育是重视民族团结教育的 

具体体现，是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必 

须看到，课程的质量评价标准无法涵盖社会生活现 

实，因此，要防止和克服简单化：以抽象的说理和 

演绎代替鲜活的社会生活、为突出理论和理I生的而 

忽视实践 、感性的。 

二、民族团结教育新支点——非智力因素 

理念 的引入 

1．树立民族团结教育智力与非智力因素有机 

统一的教育观 

在人的智力结构中，智力因素是直接参与认知 

过程的因素 ，它主要包括观察力、记忆力 、想象力 、 

思维力和创造力等[引。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相互 

影响、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二者统一在具体的教 

育教学过程中。一直以来，传统的民族团结教育十 

分重视学生对民族团结相关政策和具体事件的理 

解和记忆 ，因而 ，其教育教学的实践更注重学生智 

力的开发和培育，容易忽视或轻视认知过程的直接 

参与。非智力因素中的动机 、兴趣 、情感、意志 、性 

格等基本组成未能充分融入课堂教学中，更谈不上 

渗透于学生的点滴生活之中了。实际上 ，被一般视 

为教育教学之外的 “环境”(如课外人际交往、社 

区生活、校园文化等)都是教育资源，都对受教育 

者产生影响，都应承担教育职能。民族团结教育要 

遵循智力与非智力因素有机统一的基本教育观念， 

不能有所偏失。 

2．重视和强化民族团结非智力因素教育观念 

非智力因素教育，既是理念问题 ，又是模式与 

实践问题。在民族团结教育实践中，对非智力因素 

思想的忽视，导致民族团结教育在教育理念上的不 

全面，进而影响其科学性，集中表现为在认识处理 

“知、情、信、意、行”五个基本要素关系上的偏差， 

即重视 “知”而轻视或忽视 “情、信、意、行”，以 

及 “情 、信、意、行”的设计、环节、手段等的缺失 、 

缺乏或不当。对 “情 、信 、意 、行”不应有的 “轻 

视”、“忽视”，影响了民族团结教育结构的系统性、 

科学性和过程的完整性，最终制约着教育 目标的完 

全实现。 

民族团结教育是政治意识的社会化 ，民族团结 

教育目标是形成稳定的民族团结的精神品质结构 

和行为习惯。从时序上看，民族团结教育具有长期 

性 、过程性；从对象来看 ，具有复杂性和受教育者 

在实现 “内化”上的“最终决定性”；从作用机制上 

看，具有 “双性” (理性与感性)以及感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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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条件性 (感性在一定程度上更为重要 ，为理性 

提供基础和前提，如共同的生活、交往等)。民族团 

结教育的过程性 、教育对象在教育成效上的最终决 

定性、教育活动中感性的前提性，使非智力因素在 

民族团结教育中具有基础性 、决定性作用 ，而树立 

非智力因素教育观则是这些的前提。 

3．积极推进民族团结非智力因素教育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 

专门理论的薄弱是当前制约民族团结教育开 

拓创新的关键。对民族团结教育专门理论特别是非 

智力因素教育理论的研究，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民 

族团结教育的紧迫任务。开展民族团结非智力因素 

研究是高校民族团结教育从观念到组织模式改革 

的关键。应综合运用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理 

论 ，结合实践 ，研究探讨“民族团结教育与非智力因 

素的关系”、“民族团结教育的智力与非智力要素结 

构”、“民族团结教育非智力因素内涵和外延”、“非 

智力因素的作用及其机制”等重要理论问题。 

紧密结合形势和任务，结合学校教育实际，探 

索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有机统一的高校民族团 

结教育教学的理论和组织实施模式，提出高校民 

族团结非智力因素教育模式的构架，制定教育教学 

思想、组织模式改革及实施的具体措施办法。围绕 

非智力因素教育的几个主要方面 ，在一些高校开展 

“民汉学生合班”、“民族团结环境教育构建”、“情感 

教育”等专门实践，探索积累经验。注重课内外 、校 

内外多角度 、全方位的融汇贯通，真正让民族团结 

的思想意识融人到学生的一言一行，贯穿于学生的 

日常生活之中，从而积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 

有效激励学生民族团结的动机，激发学生热情与兴 

趣，锻炼民族团结的品质意志，坚定团结信念，最 

终使之成为个性的一部分，达到知行统一。 

四 、结 语 

开展高校民族团结教育 ，要立足引导，重在教 

育。遵循各族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坚持专项教育与在其他学 

科教学中的渗透相结合，课堂教育与实践活动相结 

合 ，过程 、方法与目标相结合 ，将智力因素和非智 

力因素有机统一在民族团结教育的整体过程中，使 

民族团结意识深深根植于于各族大学生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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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Non-intellectual Factors in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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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plays a vital role in civil education．W ith the rapid social changes． 

especially the changes of ideas，the present mode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meets new chMlenges．Tak． 

ing both intellectual and non-intellectual factors in education into consideratio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tegr al unity of both 

intellectual and non—intellectual factors by studying the relevant theories，ideas
， processes，modes，methods 

and results of nation unity education． It further stresses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non．intellectual factors 

should be our primary concern in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 In a word，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searches 

and application of non-intellectual factors in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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