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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一

“

应读尽读
, ,

的职教原则

刘奇葆同志 年在凉山调研时提出
“

应读尽

读
”

职教原则
, “

让所有初中毕业生都能接受以职业

教育为重点的高中阶段教育
,

从根本上阻断彝区贫

困群众的代际传递
” 。

在此精神指引下
,

省
、

州出台

中职免试人学
、

免费就读和每生每月 元生活补

贴惠 民政策
,

未升人高中的学生均可接受职业教

育
。

年凉山州初中毕业生 人
,

升人普高

人
,

升人中职 人
,

率先实现中职学生规

模与普高大体相当
。

二 凉山中职学生的学习特点
“

零门槛
”

就读中职学校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生

源质量年年下滑
,

学生数
、

理
、

化
、

英成绩一塌糊

涂
。

这些学生 的学习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

面

学习不在状态
,

缺乏 良好习惯
。

大多数学生

来 自偏远闭塞的农村
,

学习习惯
、

生活 习惯一直没

有得到很好的正向培养
,

学习上一无计划
、

二无 目

标
、

三无措施
,

遇疑不问 课前不预习
,

课后不复习
,

课内也不作笔记
。

作业不认真
,

喜欢抄答案
,

想方

设法作弊成为常态
。

学生总体表现出知识面窄
、

抽

象思维弱
、

迁移能力不足
。

不能正确处理学习与体闲的关系
。

很多少数

民族学生突然离开闭塞的家乡来到城市
,

发现
“

外

面的世界真精彩
” ,

众多新鲜事物激起强烈的好奇

心
,

于是他们忙着
“

补课 —学习打游戏
、

上网吧
、

读时尚杂志
” ,

把大部分精力投到游戏
、

娱乐 上
,

整

日手捧课外读物
,

热衷于交友
、

赶时髦
,

上课无精神

等
。

凉山 民族地区中职学校如何根据 自身性质和

学生特点
,

提升学生素质
、

促进学生发展成为当前

函待破解的课题
。

二
、

发掘非智力因素
,

提升中职学生综合素质

权威职教专家姜大源说 职业教育 不能要求

学生像精英教育下的人才一样发表相对论和二进

制
,

但是他们可 以烹制世界上最好吃的饭菜
,

可以

缝制世界上最好看的晚礼服
。

姜主编的话点出了

职业教育的实质
,

即培养和精英教育特点不一样的

人才
。

显然
,

要求中职学生像普高一样有较好的学

业成绩不现实
。

那么扬长避短
,

发掘非智力因素
,

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

思维力
、

创造力
,

或许是一条较

好的策略
。

一 非智力因素概念的提出及理论的形成

概念的提出
。

年前亚历山大在 《智力 具体

与抽象 》文中首提
“

非智力因素
”

概念
,

虽未引起学

界轰动
,

却对韦克斯勒产生 了深远影响
。

年

《美国心理学家 》发表 《认知的
、

欲求的和非智力的

智力 》
,

韦克斯勒对非智力因素做了定义
“

主要是

指气质和人格因素
,

尤其是人格因素
,

还应该包括

先天的
、

认知的和情感的成份
” 。

该文被公认为是

非智力因素概念正式诞生并作科学研究的标志
。

早在孔孟时期就有我国对非智力因素的论述
,

如
, “

三军可夺帅也
,

匹夫不可夺志也
” , “

知之者不

如好之者
,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 , “

非不能也
,

是不为

也
”

等等
,

但正式研究却很晚
。

吴福元
、

李志等

年便正式提出非智力因素
,

可直到燕国材教授

年发表了 《应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一文后
,

方才

引起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

由此掀起对非智力因素

的讨论和深人研究
。

概念的涵义
。

在学习心理研究中
,

该概念是

相对智力因素而言
,

故多指狭义的非智力因素
,

即那

些智力因素以外的不直接参与认知过程
,

但对认知

过程起直接制约作用的心理因素
,

包括需要
、

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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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

情感
、

意志
、

性格等所有参与到学习活动中
、

并影响到学生个性心理的智力以外的因素
。

概括

为
“

力
”

注意力
、

观察力
、

想象力
、

记忆力
、

思维力
、

创造力
。

可具体为 兴趣与爱好 愉快的情绪
、

对事

业的热情 对挫折的忍受性与意志力 活泼的性格
、

宽阔的胸怀 自信心与好强心 远大的理想与 目标

高抱负 焦虑等
。

主要作用
。

第一
,

动力作用
。

指动机使有机

体进人状态
,

提高唤醒水平
,

集中注意力
,

采取切实

的行动
。

正确
、

强烈的动机能激活
、

唤醒
、

增强学生

的学习行为
,

维持学习兴趣的觉醒状态
,

从而升华为

一种学习的 自觉
。

相反
,

如果一个学生的非智力因

素发展不 良
,

在学习上就会情绪低落
、

积极性差
、

注

意力涣散
、

没有毅力等
。

第三
,

习惯作用和补偿作

用
。

习惯作用其实就是非智力因素的定向与巩固

功能
,

即把学生的认识和行为统一在学习活动之中
,

集中在所记忆
、

想象
、

思考的事物和内容上来
。

它

不仅仅是提高对学习的吸弓和兴趣
,

更重要的是培

养学生克服困难的精神形成勤奋
、

刻苦
、

努力的好

习惯 反之
,

一个学生如果娇气
、

任性
、

懒散
、

情绪反

复
,

则无法巩固其学习积极性
。

补偿作用讲的是非

智力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和补偿学生先天

性欠缺的智力因素
,

做到勤能补拙
、

笨鸟先飞
,

最终

达到成功
。

一般而言
,

即使学生的智力水平较高
,

但其非智

力因素开发没能及时跟进
,

也难有大的造诣 换言

之
,

一个学生 即使智力平平
,

其非智力因素得到很

好发展
,

仍可取得事业的成功
。

理论的形成
。

非智力因素概念广为接受后
,

长期的实践又演绎和提升到理论高度
,

即非智力因

素理论或 结合学习理论
,

主要构成是
“

三个一
”

及
“

三个维度
” 。

三个一 一个目的
、

一条假设
、

一个公式
。

一

个 目的将非智力因素引人学校教育
,

是为了以学生

为中心
,

充分尊重其主体地位
,

发挥其主体作用 一

条假设 大多数人智力水平大致相同
,

非智力因素水

平却需后天培养和发掘
,

往往有很大差异
,

只有通过

主体坚持不懈的努力
,

提高 自己的非智力 因素水

平
,

才可能成功 一个公式 各种条件相当
,

则
,

即 学习的成功 由 智力 与 非智力因素

共同决定
。

三个维度是区别
、

影响学习
、

联系维度
,

含

对 个命题
。

该理论肯定 了非智力因素对学生发展的特殊

功能和重要作用
,

当然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
。

其意

义在于强调不可单单看重学业成绩
,

要将非智力因

素考虑进来
,

让这些因素相互影响
、

共同促进学生

发展
。

三
、

培养和调动民族地区 中职学生非智力因

素实践探索

为发掘学生的非智力因素
,

本文作者主要实践

了如下教育策略

一 用
“

心
, ,

施教
,

走进学生心里去

库姆斯主张教育更要针对学生情意需求
。

马

斯洛把需求分为生理
、

安全
、

情感和归宿
、

尊重
、

自

我实现五级
,

从低到高像阶梯一样递升
。

虽然自然

条件要差一些
,

但凉山中职学生已然没有了生理和

安全危机
,

最需要尊重和爱
。

正在青春期
,

这样的

需求比任何时候强烈
。

用
“

心
”

施教
,

打开学生的心扉
,

走进学生 的心

里
,

是老师首先应该做到的事情
,

也是进行其他教育

的前提条件
。

多数学生来自
“

小地方
” , “

见识少
” ,

害怕
“

城市人
” “

看不起
” 。

老师俯下身子倾听学生

心声
,

犹如开启了学生内心 的窗户
,

成为射进心灵

的阳光
,

将他们温暖
、

照亮
。

这时学生和老师犹如

一棵树上的两片叶子
,

一起奏着在风中悠扬的韵

律
。

魏书生在 《班主任工作漫谈 》中说
, “

走进学生

的心灵世界中去
,

就会发现那一个广阔而又迷人的

新天地
,

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教育难题都会在那里

找到答案
” 。

有了爱心
,

就得到了开启学生心灵的

钥匙
,

可以与学生进行无拘无束的交流 有了爱心
,

就拥有了在学生天空中飞翔的翅膀
,

可以在学生的

世界里流连徜徉
。

二 走进图书馆
,

培养阅读兴趣
,

拓展知识面

中职学生喜欢看课外书
、

上 网聊天
、

打游戏
,

很

多老师的办法是
“

堵
”

—禁止他们做这样 的事

情
。 “

堵
”

当然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

学生开始

几天可能不会
“

顶风作案
” ,

但不多久就会反弹
,

因

为学生们反感呀
“

堵不如疏
”

学生喜欢看课外

书
、

上网聊天
、

打游戏本身不是坏事
,

是另一种方式

的学习
。

老师还要鼓励他们走进图书馆 室
,

去期

刊阅览室和电子阅览室看杂志
、

报纸
,

浏览网页
,

拓

展他们的知识面
。

图书馆 室 是凉山民族地区中

职学校的信息资源中心
,

里面的书籍都是经过老师

精心选择的
、

向学生传递正能量的好书
。

老师要鼓

励学生
“

走进图书室
” ,

既获取更多知识
、

拓展知识

面
,

又让学生课余更加丰富
、

视野更加开阔
,

发展学

生探究未知领域的好奇心
。

培养阅读兴趣
。

非智力因素理论强调兴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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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学习的内驱力之一
。

浓厚的兴趣可增强战胜

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

自强不息
,

迸发出满腔热情
,

促

进积极思维
,

发挥聪明才智
。

经常给学生讲科学

家
、

企业家
、

成功人士 的励志故事
,

让学生产生向伟

人学习的愿望 结合课程提一些奇特的自然现象要

求学生解答
,

产生跃跃欲试的冲动
,

萌发追求新知
、

探索自然奥秘的欲望
。

自然而然地引导学生到图

书室查阅资料
、

寻求答案
,

培养学生感受在书海中

遨游的快乐
。

自行获取知识
。

班杜拉认为
,

内部学习动机

是在自我效能感基础上后天习得的
。

通过阅读掌

握了一些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

产生愉悦的自我效能

感
,

激活处于潜藏状态的学习动机
,

驱动更加渴求

去解决那些
“

似懂非懂
、

一知半解
”

的问题
。

疑惑
、

矛盾
、

惊讶的心理状态
,

会引起强烈的求知欲
,

让学

习动机由内而外主动地
、

不由自主地溢出
。

通过 自

主探索获得的知识
,

才记得住
、

用得活
。

三 鼓励动手操作
,

进行积极评价
“

手巧
”

才会
“

心灵
”

皮亚杰对此有精辟论述
“

智慧的花儿是开放在手指尖上的
” “

智慧从动作

开始
,

学生 的各种感官与认知活动
,

可 以使信息不

断刺激细胞
,

促进思维活跃
,

便于储存和提取信息
,

同时易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

产生学习的

内驱力
” 。

实作是知识物化过程
。

中职教育具有生

产性
、

实用性
、

操作性
,

直接面对生产一线
。

要尽量

给学生动手机会
,

加强锻炼脑功能
,

不要怕他们
“

笨

手笨脚
” “

搞砸了
” 。 “

搞砸
”

也是一种体验
,

在不断
“

搞砸
”

中体验操作的愉悦
,

提高审美情趣
。

只有动

手能力
、

实践能力
、

思维能力都提高了
,

学生才能
“

飞
”

得更高
,

中职教育才能
“

走
”

得更远
。

实作完成后
,

要进行评价
。

赫洛克实验表明
,

有评价比无评价好
,

肯定性评价比否定性评价好
。

组织学生 自评
、

互评
、

集体评
,

当然
,

老师的评价必

不可少
。

老师的评价既要公正客观
,

又要巧妙运用

奖励策略
。

通过评比
,

学生看到了成绩
,

享受了快

乐
,

从中学到本领
,

以更大热情投人到新的学习中

去
。

四 个性
,

在综合实践中升华

老师要突破书本
,

引领学生到更广阔空间自主

合作
、

自主实践
、

自主探究
、

自主体验
,

综合性实践

活动无疑是达成目标的最好方式
。

其 自主性
、

开放

性
、

实践性
、

生成性特点
,

正好吻合以生活为基础
、

问题为中心
、

活动为主要形式的职教要求
,

但关键

是要为学生创设环境和条件
,

引导学生自主生成
,

培养学生的生成意识和生成能力
。

情境中生成
。

综合实践活动要求学生做个有
“

心
”

人
,

关注 自己的生活世界
。

教师要善于创设问

题情境
、

活动情境
、

探究情境
,

激发学生参与活动的

兴趣
,

引导学生生成活动的课题
、

方法
、

过程及结

果
。

在活动中
,

学生相对比较 自由
,

没有太多条条

框框限制
,

可 以展开想象翅膀
,

放飞自己的思维
。

如有新的发现和不同见解
,

要相互交流和合作
,

排

除困难
,

坚定目标
,

不断更新活动方案
。

交往中生成
。

首先
,

交往是全向的
,

可以是三

维的
、

四维的
,

可 以在师生之间
,

生生之间
,

以及学

生与其他人员之间 其次
,

交往还是多时空的
,

可以

在学校
、

家里
、

街道
、

工厂
、

农村 可 以是在校时间
,

也可在假期里 再次
,

交往贯穿教学过程始终
。

反思中生成
。

林崇德和胡卫平教授 思维型

课堂教学理论的
“

自我监控
”

强调
“

师生反思
” 。

每

次活动就是给了学生一次学以致用
、

检验知识的好

机会
,

就是一次
“

实习
” ,

抓住这样的机会引导学生

进行反思
。

通过发放问卷
、

组织讨论会等
,

引导学

生开展反思性评价
,

明白自己哪些方面 比较好
,

哪

些方面还不够
,

甚至有很大欠缺
。

通过反思
,

把活

动过程中零碎的体会整理和提炼为自己的经验和

收获
,

凝聚为积极向上的动因
。

五 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
。

素质教育核心是
“

培

养学生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
” ,

也就是培养发散思

维和创造个性
。

教育不是简单的灌输
,

是更深层

次发现
、

发掘和强化学生的潜能
,

启迪学生创造性

思维
,

造就创新型人才
。

林崇德教授说 创造性思

维 创造性人格 创造性人才
。

认为创造性思维有

五个特点 新颖
、

独特
、

有意义的活动基础 思维

想象的内容 有
“

灵感
”

表现 分析与直觉思维统

一 发散与辐合思维结合
。

心理学揭示这样一个

事实
,

培养创造性思维要和非智力因素结合起来
,

其强调的健康的情绪
、

坚韧的意志和刚毅的性格
、

兴趣和动机及理想等正好就是林教授定义的创造

性人格特征
。

因材施教
,

激发动机
,

唤醒学生创新意识
。

中

职学生来 自四面八方
,

家庭背景各不相同
,

唯一相

同的是都经历了中考的失利
。

大多数 自信心不足
,

缺乏主动性
,

认为创新是工程师
、

科学家们的事情
,

距离 自己很遥远
。

因此
,

唤醒中职学生的创新意识

就尤为重要
。

要让学生明白
,

人人都有创新潜能
,

关键在于

后天挖掘
。

其一
,

没有升学压力
,

不用每天在题海

中挣扎
,

拥有充裕时间思考
,

更有优势培养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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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其二
,

学校拥有培育创新的
“

气候和土壤
” ,

既学

习理论
,

又动手操作
。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就会产

生无穷的创造力
。

因材施教
、

学思结合
。

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

突出学思结合
、

知行统一
、

因材施教
,

第一方面强调

的就是动机激发
,

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创新素质
。

年鲁东大学邢亮
、

乔万敏教授也发文呼吁重视

因材施教
,

遵循创新人才成长规律
。

年人大附

中刘彭芝校长等在 《教育研究 》上介绍苏州中学
“

伟

长计划
”

培养创新人才的模式
,

慨括起来就是有教

无类
、

因材施教
。

中职学生进校后
,

老师要尽快摸清学生情况
,

研究其个体差异
,

因人而异
,

因材施教
,

充分调动其

兴趣
、

爱好和想象力
、

进取心
,

激发内在学习动机
,

鼓励冒险性
、

挑战性和标新立异
,

培养创新能力
,

也

就是塑造学生的创造性人格
。

当好
“

导师
” ,

在教学环节培养创新思维
。

老

师不能满足于
“

传道
、

授业
、

解惑
” ,

要当好
“

导师
” 。

中职教育直接面对现代企业需求
,

有无创新思维直

接影响学生职业发展
。

老师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资

源
,

更新教育观念
,

改变传统的学生被动接受教学模

式
,

代之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性教学模式
,

营造创

新型教育环境
,

不要对学生
“

稀奇古怪
”

念头横加指

责
,

而是引导学生就此进行分析
、

综合
、

理解
、

评价
、

判断和推理
,

发现新问题
,

得出新判断
。

利用学生对

新事物感兴趣的心理特点
,

教会学生如何学习
、

如

何思考
,

把创新思维的种子植人学生的心中
。

随时

发现学生的
“

闪光点
” ,

肯定和赞许学生创造性思维
“

小火花
” 。

这些
“

闪光点
”

和
“

小火花
”

或许就是他

们今后辉煌人生的小火苗
,

培养好了
,

就会成为
“

熊

熊大火
” ,

燎原开来
。

四
、

结束语

重视对中职学生非智力因素的调动和培养
,

并

不是要抑制智力因素发展
,

而是基于近年中职学校

生源结构从
“

掐尖
”

变为
“

扫尾
”

背景下
,

根据学生学

习实际情况
,

提出的有别于
“

应试教育
”

的一种教育

策略
。

尝试提倡中职老师不看重考试分数
,

努力发

掘非智力因素
,

为学生今后一生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

只是
,

中职老师付出的心血可能比

普高
“

应试教育
”

还要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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