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犷卜即

读
。

有些孩子就是比别人慢半拍
,

别的孩子用 年的

时间
,

他需要 年也能达到同样的水平
。

如果是多轨

制
,

他就不会有
“

蹲班
”

的压力了
。

一些智力边缘状态的孩子或学习有间题的孩子对

老师形成一种威胁
。

不及格要补考
、

留级
,

有时可能

影响教师的业绩考评
。

对此我想提的第二条建议是希

望教育部门能考虑改变考核标准
。

日常生活中确实存

在这样几种比较难带的孩子
,

高智商低成绩
,

智力正

常但学习有困难
,

智力处于边缘状态
。

他们都给教学

带来一定困难
。

如果能开发好这部分孩子的潜能
,

对

社会是一大贡献
。

教育部门在对教师进行考评时
,

如

果能够把学生不及格给老师减分改成把难带的孩子带

好了就加分
,

就可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

充分利用教

学及行为矫正等方法
,

使这些孩子有所提高
。

我们相

信
,

在老师
、

家长和医生的共同努力下
,

这些孩子童

年期的生活质量将会得到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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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力测验 的

优点 与局 限

尸
议

虑翎飞尹、
沪
、

之
、

首先
,

我认为智力测验是一个工具
、

一种手段
,

而不是 目的
。

我们测试的目的应该是发现特殊的儿童

超常的或弱智的 或普通儿童的智力的某些特殊方

面
,

以便更有目的地进行强化训练或定向培养
。

智商

高
,

没必要沾沾自喜
,

智商低
,

也不应愁眉苦脸
。

要

客观地看待智力测验的优点与局限
。

下面先谈谈智力

测验的优点
。

第一
,

用一个编制得很科学的并由受过训练的测

验员操作的智力测验
,

去测量儿童那些比较稳定的
、

多个领域方面的智力
,

看来是可靠的

第二
,

如果追踪测验的话
,

它能确切描绘出一个

儿童在智力方面的变化
,

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

来的长处和缺陷 ,

第三
,

对于智力落后儿童来说
,

可以通过智力测

验找出他的能力所在和弱点所在
,

并据此编制训练大

纲

第四
,

对五六岁以上儿童所作的智力测验结果
,

只要环境变化不很大
,

确实可以预测他未来认知方面

的情况
。

下面再谈谈智力测验的限度
。

第一
,

如果使用不当
,

往往会给一个儿童贴上标

签
,

这个标签将跟随他终生
。

当然
,

这种情况并非智

力测验本身的错
,

而是人们的认识问题造成的

第二
,

使用那种只给出单一智商值的智力测验可

能不太恰当
,

因为人的智力有多种成分
,

单一的智商

值不能分别表现一个人许多方面的能力
。

这一点在智

力落后儿童那里更加明显
,

他们往往在一个领域 如

语言 的能力很落后
,

但在另一个领域 如精细动

作 的能力又很正常

第三
,

智力测验有很大的文化偏 见
,

从这点上

父母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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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有些测验还不够完善 需进一步修订

第 四
,

有 许多因素会影响智力测验 的结果
,

如健康状况
、

环境陌生
、

疲劳
、

焦虑
、

分心等
。

尤

其是对智力落后儿童进行智力测验
,

问题就更多

了
。

他们往往是听不懂指导语
,

而不是不会做这个

项 目

第五
,

智力测验促进了不同智商儿童的隔离
。

这

也不是智力测验本身的错 而是人们的认识问题造成

的

第六
,

如果一个轻度智力落后的儿童知道 自己的

智商值低于大多数同龄儿童时 他的自我评价就会受

到影响
,

产生恶性循环
。

最后
,

还想提醒家长的是
,

您千万不要在市场上

买一张所谓的智力测验量表给孩子测量评分
。

看到智

商值高时, 就眉飞色舞
,

重奖孩子 看到智商值低

时
,

就垂头丧气
,

责怪孩子
。

须知 智力测验要有严

格的指导语和标准化的测试工具 要 由专门的测验员

来做才能准确
,

否则误诊的可能性极大
。

智才
、

智商和智才 侧脸
施建农

智力

什么是智力 有的心理学家认为
,

智力是判断
、

理解和推理能力
。

有的认为
,

智力是个体有意识地以

思维活动来适应新情境的一种潜能
。

也有人认为
,

智

力是指认知方面的各种能力
,

即观察力
、

记忆力
、

思

维能力
、

想像能力的综合
,

其核心成分是抽象思维能

力
。

还有人认为
,

智力是个人有目的地行动
、

理智地

思考
,

以及有效地应付环境的整体的或综合的能力
。

当前
,

智力 已不再被看成是单一的东西了
。

例

如
,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加德纳认为
,

智力是多样性

的
,

智力的各个方面或各种智力是独立的
,

用一种智

力测验测得的智力分数不能预测另一种智力的水平
,

但各种智力又是交互作用的
。

一种智力的发展可能对

父母必读

另一种智力的发展有影响
,

但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来的

智力水平并不能完全代表这个人在其他方面的智力水

平
。

例如
,

一些在学习上表现出很高智力水平的人
,

在社交方面可能很差
。

智商

智商是人们用来表达一个人智力水平的指标
,

是

一个相对量值
。

目前
,

人们常用的智商有两种
,

一种

是比率智商
,

另一种是离差智商
。

比率智商一心理年

龄干生理年龄 。
。

人的心理年龄随生理年龄的增

长而增长
,

因此
,

比率智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

离差

智商是相对于某一年龄阶段的总体平均成绩而言的
。

例如
,

如果把某一年 龄组的总体平均值定为智商
,

离差或一个标准差为
,

那么
,

如果属于这一

年龄的某一个体的得分比该年龄组的平均值高 低

个标准差
,

他的智商就等于
。

就总体而

言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各年龄阶段的总体平均成绩也

会增长
,

因此
,

一个人的离差智商也具有一定的稳定

性
。

但是
,

智商的稳定性是相对的
。

其一
,

尽管一个

人的心理年龄随生理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

但它们的增

长速度可能不完全一致 有时心理年龄的增长速度高

于生理年龄的增长
,

这时
,

表现出智商不断提高
。

有

时心理年龄的增长速度低于生理年龄的增长
,

此时
,

表现出智商不断下降
。

当然
,

智商在短时间内一般不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

其二
,

智力测验的内容虽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
,

但也总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

目前
,

人们在

智力测验时对数字
、

空间
、

记忆
、

思维或技能操作活动

考虑得比较多
,

而对音乐
、

体育或艺术表演方面的活动

则考虑得相当少
,

甚至在测验中根本被忽略了
。

实际

上这些活动也同样反映了一个人的智力活动
。

智力测验

智力测验是测量一个人智力水平的工具
。

但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