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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智与非智力因素
在学校素质教育中的不同作用

许远理 李亦菲 朱新明

情感智力又称情智或情商
。

这一心理学思潮在

年初涌入我国大陆地区
。

随即情商一词被许多报刊
、

电

台炒得火爆
,

直到 年初才有所冷却
。

但我们在研究

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发现
,

许多一线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研

究者都把情感智力与非智力因素混为一谈
,

其实两者有

着本质的区别
。

笔者撰写拙文之 目的是为了澄清理论认

识上的混淆
,

以便更好更快地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整

体综合素质
。

一
、

情感智力的含义

目前
,

情商理论主要是以高尔门和萨罗维
、

梅耶的

研究为范式
。

高尔门认为情感智力是由认识自身情绪
、

妥善管理情绪
、

自我激励
、

认识他人情绪和人际关系五

方面的能力构成 ① 萨罗维和梅耶在 年又对 的

内涵作了较全面的阐述
。

修订后的 概念包涵四个方

面的能力 即情绪的知觉
、

评估和表达能力
,

思维过程的

情绪促进能力
,

理解与分析获得情绪知识的能力以及对

情绪进行成熟调节的能力 ② 。

这两个权威情商理论的内

容主要包含内省情绪智力和较为狭义的人际情绪智力
,

这就很难对每种情绪能力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 所以

这两个情商理论给人们留下的印象都是 比较庞杂和零

乱的
,

不象是结构完整
,

逻辑严密
,

层次分明的科学理论

体系
。

甚至连一个基本的定义都没有
。

对此
,

我们经过两

年多的研究
,

从
“

对象
”

和
“

操作
”
两个维度分析情智的内

涵
,

重新建构了情感智力的理论模型
。 “

对象
”

由内省情

感智力
、

人际情感智力
、

生态情感智力三个主要因素构

成
“

操作
”

由感知和体验情感的能力
、

表达和评价情感

的能力
、

调节和控制情感的能力三个水平组成
。

这样就

可组合成了 种情感能力
。

它可以简明地表示如下图

情智 要素理论不仅使上述两种权威情商理论的

内省情感智能和人际情感智能的内涵更丰富
,

结构更完

整
,

层次更分明
,

概括性更强
。

更重要的是我们根据勺 要

素
”
理论建构了元情绪的理论体系

,

把它作为内省情智

的精髓③和学校心理卫生健康教育的基础 把移情作为

学校研究与培养人际情智的核心④ 明确地提出生态情

智的概念和建构了生态情智的理论架构
,

把它作为人类

情智的最高层次进行研究⑧ 。

尤其是生态情智
,

它是在人

与环境互动作用过程中的情景下对形成的情绪环境和

环境情绪所能够作出的情绪与行为的反应能力 如参加

婚礼或葬礼的人和场面
,

他们的情绪行为表现必须要与

他们所处的实际情境相协调
,

情绪反应也必然要受到环

境情绪的感染
,

而参加者的情绪与行为的变化又形成一

种新的生态情绪
,

这种人与人
、

人与环境
、

环境与人的反

复互动
,

就构成了动态的生态情感
。

以往的情智研究者

们只研究内省情智和狭隘的人际情智
,

其不知生态情智

才是学生 自己整体情感智能中最复杂
、

最高级
、

最适用
、

最难培养的一种
,

因为人们的另外两种情感智能如何
,

都要在学校各种具体的生态情景中进行动态性检验
。 ⑥

二
、

非智力因素的含义

尽管非智力因素的概念由来已久
,

但对非智力因素

的研究作出贡献的大小而言
,

国人要首推上海师大的燕

内省情感智力 感知和休验 自我情感的能 力 表达和评价 自我情感的能力 调 节和控制 自我情感的能力

人际情感智力 感知和休脸他人情感的能 力 描述和评价他人情感的能 力 调 节和挂制他人情感的能力

生态情感智力 感知和体脸环晚情感的能力 描述和评价环境情感的能力 调节和控制环晚情感的能力

感知和体脸情感的能力 描述和评价情感的能 力 调 节和控制情感的能力

图一 情智
“

要素
”

理论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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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材教授
。

自从他在《光明日报 》上发表了《应重视非智

力因素的培养 》以后
,

非智力因素及其相关问题受到国

内许多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们的关注
,

有关此研究的论

文
、

论著犹如雨后春笋
,

为我国教育界后来提出的素质

教育方略起着奠基石的作用
。

但是
,

对于非智力因素的

概念界定一直存在着分歧
。

如 非智力因素即人格因

素 赵中天
,

年 广义的非智力因素是指智力因

素之外的一切心理因素
,

狭义的非智力因素是指动机
、

兴趣
、

情感
、

意志
、

性格 燕国材
,

年 非智力因

素就是个性结构中除智力因素以外的心理因东
,

主要包

括兴趣
、

需要
、

动机
、

情感
、

意志
、

性格
、

气质
、

态度
、

理想
、

信念
、

价值观等 庞蔼梅
,

年 非智力因素是指

智力活动中表现出来的
、

与决定智力效益的智力因素相

互影响的心理因素构成的整体 申继亮
,

年 非

智力 非认知 因素是指除了智力与能力之外的又 同智

力 活动效益发生交互作用 的一切心理 因素 林崇德
,

年 非智力因素的作用都是针对认识活动的而

不是针对智力的 郑希付
,

年 非智力因素即性

格 沙毓英
,

年 ⑦ 。

就非智力因素理论的研究领域

或 应用范 围来看
,

这个概念是相对认知因素 智力 因

素
,

即观察力
、

记忆力
、

思维力
、

想象力
、

注意力而言的
,

多指狭义的非智力因素
,

即动机
、

兴趣
、

情感
、

意志
、

性

格 ⑧。

三
、

情感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的区别

从上面对情感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的介绍来看
,

两种

理论都存在着很多争论和悬而未决的问题
,

但我们不能

因此否定它的科学性
。

情智与非智力因素若从表面上

看
,

两者之间确实有许多相似的共同要素
,

但它们还是

有着本质的区别
。

一 情感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

虽然情智和非智力因素都是相对于传统的智能观

而提出的
,

但这两种理论问世的背景和指导思想迥然不

同
。

非智力因素是智力因素的副概念
,

与智力因素构成

一对矛盾概念
。

根据我国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对智力界

定范围暂时达成的某种共识
,

认为智力是由观察力
、

记

忆力
、

思维力
、

想象力
、

注意力构成 而这五种能力恰恰

是认知能力
。

广义的非智力因素是指智力因素以外的一

切心理因素⑨ 。

它是在一元智力理论或
“

智力中心论
”

的

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

非智力因素与智力因素相比较
,

在

一定程度上处于从属被动地位
。

由于传统的智力理论主

要关注的是语言和数理逻辑能力
,

这种狭义的智力理论
。 。

无法真正反映一个人的智慧能力
。

它越来越不能适应知

识经济时代对人才需求的多元评估标准及人类对社会

的多元物质价值取向和精神价值取向
。

美国哈佛大学心

理学家加登纳就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智能理论
,

即人类的

智慧至少应包括 种不同的智能 即语言智能
、

数理逻

辑智能
、

空间智能
、

音乐智能
、

体态智能
、

内省智能和人

际智能
。

后三种智能后来成为情商理论的直接来源
。

也

就是说
,

情智理论是多元智力理论研究背景的驱动下建

立的
,

情感智能为最终将成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奠定了基础
。

我们在建构内省情智的核心 —元情绪理论时发

现元情绪是由对自我情绪的监察和体验的能力
、

表达和

评价的能力
、

调节和控制的能力三个部分组成
。

这与构

成元认知理论的元认知知识
、

元认知体验
、

元认知监控

是非常相似的
。

因此
,

情感智力与认知智力不再是主从

关系
,

在地位上是平等的
,

两者都是意识的子民。 。

它不

象非智力因素那样完全是在智力活动中表现出来的
、

与

决定智力效益的智力因素相互影响的心理因素
。

情智就

是人们的情感所表现的智能行为
,

它具有感知
、

传播
、

感

染
、

监督
、

调控
、

加工
、

储存
、

提取情绪信息的功能
。

与非

智力因素比起来
,

情智具有更强的独立性
,

它是以“

情感

智能观
”而立论的

,

为学校测量
、

培养和提高情感智力提

供操作上的依据

二 情感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在学校教育应用中的

差异

综观我国近十多年来有关非智力因素的研究成果
,

几乎都是青一色的针对学生在校学业成绩而论的
。

由于

智力的开发
、

培养
、

完善和提高是传统学校教育的核心
。

培养非智力因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

更

好的为学校智育服务
。

而传统智能观的主要内涵是言语

和数理逻辑方面的能力
。

狭隘的智能观必然导致狭隘的

教育内容
,

而狭隘的教育内容将培养片面发展的学生
。

即学校对人生发展起重要作用的社会智能相对没有给

予应有的重视
。

过去人们总以为智商的高低可以预测儿

童学业成绩的优劣
,

从而推论它也决定着人生事业成功

与否
。

就大多数人作一整体观察
,

确实有一定意义
,

但它很难正确无误地预测个人未来的成就
。

影响个体发

展的因素的确太多
,

高分低能现象非常普遍
,

被学校认

定的学习成绩差
、

组织纪律差的
“
双差生

”

有很大一部分

走出校门后
,

在事业上的成就并不比被学校认定的好学

生差
,

有的甚至能够更好
、

更快地适应社会
。

智商相对低

的人领导智商高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
。

这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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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学校现行的教育体制和对人才的评估标准是很难

给予圆满解释的
。 。也就是说

,

学生在学校成绩优异并不

能保证面对人生磨难或机会时会有适当的反应
。

所以心

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们不断致力于拓展智力概念的内涵
,

并着手研究制约人生事业成就的一切要素
,

而非智力因

素仅是其中一部分
。

所以国外有许多学校正在进行开设

情智培养课的尝试
。

目前
,

我国教育界正在推行的素质教育
,

主要是贯

彻落实受教育者在德
、

智
、

体
、

美
、

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

针
。

学校培养非智力因素的目的主要是促进
“

智
”

与
“

德
”

的发展
,

尤其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而开发和培养

情感智力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个体适应社会的能力和塑

造学生的完美人格
。

如元情绪
,

它是指主体对 自我情绪

的了解
、

体验
、

觉知与监察
,

并对其产生原因有进一步认

知分析和调控各种不同的心理状态的能力
,

并能有效的

运用这种能力指导 自己的行为 由此可见
,

元情绪对工

作学习效率
、

家庭和睦
、

身心健康
、

人际协调
、

社会适应

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 又如
,

移情 它是感人之所感
,

并

同时能知人之所感
,

既能分享他人情感
,

对他人的处境

身受同感
,

又能客观理解
、

分析他人情感的能力
。

移情是

在情感 自我觉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内省情商越高
,

研

读和破译他人的情绪感受也就越加准确
,

越能敏感地正

向或反向主动接受这种
“

心灵感染
” ,

并与他人投射出的

情感产生共鸣
,

而缺乏移情是犯罪的根源 再如
,

生态情

智
,

它是指个体对 自然生态情境
、

人工生态情境
、

团体生

态情绪
、

社会生态情绪等的觉知
、

描述
、

评价
、

调节
、

控制

能力
。

象如何培养学生的感知 自然和人工生态情感能

力
,

才能使他们更好地体验到大 自然赐予的美好
、

秀丽
、

壮观的景物美的感受
,

如花草树木
、

名山大川
、

浩翰海洋

等或能工巧匠们所设计建造的人文景观
、

名胜古迹
、

宏

伟多姿的建筑等
,

更快地达到悦耳悦 目
、

悦心悦意
、

悦志

悦神的审美感受层次 象社会生态情智高的人通常语言

犀利
,

感染力强
,

有一定的宣传
、

煽动能力
,

能够巧妙地

化解矛盾和调和冲突 能够监察和调控观众或听众的情

绪变化
,

收放 自如地调控 自己的情绪与行为
,

并去感染

众人的感受与情绪
,

能够敏感地觉知团体内部成员之间

的亲疏关系氛围的动态变化
,

并能利用这种关系为 自己

所用
,

建构自己隐性与显性的人际关系网络
,

把整体人

际社会生态情境驾驭得得心应手
。

这些都是非智力因素

无法涵盖的内容
,

也是非智力因素力不能及的
。

另一方

面
,

情智理论的内省情智和人际情智包涵了学校德育与

心理健康教育的许多内容
,

而生态情智中的自然和人工

生态情智却包涵了学校美学的许多内容
。

这些都是非智

力因素无法涵盖的
。

鉴于人们对非智力因素的内容及作用非常熟悉
,

本

文主要以情感智力为主线
,

相对减少了在非智力因素方

面着墨
,

并着意探讨情智在教育中的作用
。

此拙文仅是

一家之言
,

恳盼心理学和教育学界的前辈和同仁不吝赐

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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