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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师物理教学过程中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①

薛小杰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 江油６２１７０９）

摘　要：学前教育是人生之旅的奠基工程。幼儿具有超强的可填充性和可塑造性，而幼教工作者承担着科学启蒙的
重任。剖析五年制幼师生的学业现状，就寻求优化物理教学效果的非智力开发途径提出建设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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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是人生之旅的奠基工程，它承担着人才培养战略性任务的第一棒，日益得到社会的广泛认

识、高度重视和普遍推行。科学教育对幼儿未来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幼教工作者必须获得相应的

科学素养，才能真正担负起“科学营养师”的教育重任。

１　幼师生物理学习现状堪忧
五年制幼师生的物理学习现状令人忧心：１）文化课程方面普遍存在基础较差、习惯不良和品质欠

佳。社会期望值较低，对未来就业心生迷茫，缺乏应有的进取精神。２）普遍存在“亲文艺、远文化”现
象，“远理科化”现象尤为严重。物理学习更是认识不足，兴趣不高，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３）学习方式
单一，大多处于被动状态。４）物理学习两极分化现象严重，而且缺乏积极有效的因材施教措施，“一刀
切”教学形成了“优等生吃不饱、中等生还算好、潜能生吃不了”的难教难学结果。５）刚从应试教学中走
出来，幼师生难以适应自主化管理模式，对物理学习也缺乏自我激励和自我评价的信念与能力。总之，

影响物理学习既有智力因素，又有非智力因素，而后者因素居多且不容忽视。

２　非智力因素的作用及其与智力因素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在学校教育中，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因素既有智力因素又有非智力因素。一般说来，学生的智力因

素普遍差别不大，而成绩差别主要是由非智力因素的差异所引起的［１］。非智力因素就是人们通常所说

的情感因素，属于人的一种内在性驱动系统。学习过程是非智力因素和智力因素的共同交互活动，而且

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可谓“合则共荣、分则互损”。心理学和现代认知学认为：尽管

非智力因素本身缺乏反映那种事物现象和本质的实际能力，却在引起人的注意和推动复杂智力活动等

方面的作用巨大。对于具体学习任务来说，它既是“发起者”又是“推动者”，既是“发动机”又是“方向

盘”。从某种程度而言，智力因素往往能够发挥智力因素的超心理功能，积极有效地优化智慧行为，因

而在现代学术界产生“情绪智力”之论。

３　探寻非智力因素与物理学习之间的重要关系
“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和“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等俗语警句，都是在强调非智力因素对于行为

实践的巨大作用，甚至可以影响最终的得失成败。上世纪２０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对１５２８名智力超常儿
童进行几十年的跟踪调研，结果表明：这些“神童”长大后，一部分成就很大，而另一部分则趋向普通。

他们在智力因素方面没有多大区别，根本原因在于非智力因素造成了两者之间的不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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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就“物理情感”“学习态度”“进展状况”等方面，对本地区不同级别１３２８名学前教育专业的
幼师生进行调查研究，其信息显示：３８％的学生在“自加压力”和“知耻而后勇”等精神信念的激励下，对
于物理学习相当感兴趣，且程度不同地获得了物理学科单项表彰或奖励；４６％的学生对于物理学习正逐
步地表现出兴趣和亲近倾向，并走上了良性循环发展之路；１４％的学生还处于“待激活、待培养”的物理
学习状态。就是说，循序渐进地“激励、唤醒、鼓舞”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对于物理学习来说，既是可行之

举，又有着巨大的潜力空间。

４　优化物理教学效果的建议
４．１　多元化开展师生情感交流，建立和谐师生关系，有效保障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史记》曰：亲其师，而信其道。所以，教师要不断地完善自己，使自己拥有热情、真诚、宽容、负

责、幽默等优秀品质，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和引导学生，师生间建立一种亲密的、彼此信任、互相尊

重的情感［２］。教师要一视同仁对待每一个学生，爱戴学生，理解学生，尊重学生，关注学生的学习、情

感和生活，努力做好学生前进的引路人，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学生成长的陪伴者。只有在这样相互融

洽、相互尊重的和谐师生关系中，教师才能在教学中对学生有效地进行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４．２　有效开展物理学科的认识和教育活动
一是通过形势分析，让学生正确认识物理学习对于自身发展与再传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类

社会与物理科学之间的关系异常密切，我们时刻享受着它的发展成果，社会生活更要求现代人必须具备

必要的物理素养。幼教工作者承担着“初乳哺育”和科学启蒙的重任，自己首先应当拥有相应的物理素

养，否则难以胜任未来的幼教工作。明白这些道理，以此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二是教者要切实

提升综合素养，优化教学过程，不断施展教学魄力和人格魅力，逐步增强向师力，充分发挥亲师信道作

用。如通过开展生活型、操作型和小组合作型等开放性教学活动，有效激发并强化学生物理学习的动

机、兴趣、情感、意志、习惯等，不断赢取和放大千里跬步、江海细流的教学效应。

４．３　有效开展物理学科的教学和应用活动
幼教专业的再传教育对象是有待启蒙的幼儿群体，因而对幼师生的物理教育教学要更多地指向

“生活定位”，而不是其他专业的“学科定位”。在如此教育理念和教学思想的指导下，既可有效拉近幼

师生与生活物理之间的情感距离，又能让学生在感受物理和享受生活的同时，不断地增强思维意识、实

践精神和创新能力。比如，在教学水的三态变化时，可以借助冬水结冰、春水融化现象，也可通过“扬汤

止沸”“雨后彩虹”现象等，把知识传授和自主学习充分结合起来。再如链接社会生活，加强与语文等学

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积极开展物理知识的学用结合教学，并组织相应的学习竞赛活动，不断放大“以赛

激趣促学”效应，以此开发物理学习情感。

４．４　有效开展物理学科的学生和学习评价
学校教育是一项充满情感性的艺术实践活动，我们不仅要爱岗敬业，而且要讲求一定的教学艺术和

方法，这样才能教有所成、事半功倍。学前教育专业的幼师生，由于相对复杂多变的影响因素，如心智发

育、情感经历和生理变化因素等，因而相互之间的个体差异性更为明显。有鉴于此，在物理课程教学过

程中，教师要本着因人而异的原则，一方面积极有效地开展因材施教活动，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激励

为主的学生评价和学业评价机制，如把阶段性评价和综合性评价相结合，把理论学习评价和实际操作评

价相结合，以有效促进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的和谐发展。

科教兴国，而科教要从娃娃抓起。学前教育不仅寄托着千万家庭的美好期望，更肩负国家发展和民

族复兴的神圣使命。我们应本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与时俱进、勇于实践、善于创新，努力打造知

识、技能和情感全面发展的幼教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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