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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记得1998年10月，我参加了在浙江省兰溪市实验小学召开的“全国非智力因素研究会首届年会暨
学生非智力因素发展与素质教育研讨会”。
期间，实地查阅了该校“小学生非智力因素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科研成果，并参加该课题成果
鉴定。
由此接触了该校的徐锦生校长，深感他对教育科研的执著追求，对非智力因素教育实践研究的热衷。
2002年由徐锦生校长主持的非智力因素实践研究延续课题“小学生学会心理自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经过长达五年的实践研究，令人关注的新成果《学会心理自助》专著出版了。
其时，我曾为该科研成果作了如下评价：　　该成果选题方向和问题定位科学合理，有较强的现实意
义和实践价值：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实践研究，都严格遵循心理健康教育的原则，体现了较强的科学
性，且具有学校特色。
该成果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具有积极意义，有较好的借鉴作用和推广价值。
在我国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水平，为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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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80年代初，“非智力因素”教育理念进入我国，对当时“唯智成才”、“重智轻德”的教
育观念和风气的转变具有启蒙作用，推动了90年代深化教育改革，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寻找教育的新支点：非智力因素理论影响下的教育实践》作者在20年前就致力于“非智力因素
”的教学实践，深深体会到“非智力因素”培养的诸多裨益：对学生来说，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形成正确的学习动机，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学生坚强的意志，利
于全面提高学习成绩；对老师来说，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极大提高了学生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
、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利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对学校来说，使学生学会学习、学
会生存、学会交往、学会适应、学会创造、学会做人，利于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
　　《寻找教育的新支点：非智力因素理论影响下的教育实践》是作者基于二十多年“非智力因素”
教学实践的总结，分别从学生、教师和学校三方面叙述了关于“非智力因素”理论在教学中的具体实
践和具体做法。
作者试图为智力与非智力两者间的和谐发展寻找一条新途径，对目前教育领域的诸多问题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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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锦生，男，生于1954年12月，硕士，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功勋教师。
现任金华市金师附小教育集团总校长、党总支书记，兼任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全国非智力因素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教育学会品德教学分会副会长、浙江省实验学校研究会常
务理事等。
先后荣获浙江省实验学校明星校长、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人员、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
教师，全国中小学千名骨干校长培养对象，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
　　曾主持浙江省普教课题《小学生非智力因素培养的研究》、省名校长课题《小学生学会心理自助
》，获省政府第一届、第二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浙江省重点课题《优化非智力因素促进多元
智能发展》获省科研成果一等奖、省政府第三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基于“非智力”减负增效的项目学习实践探索》被列为国家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
在省级及以上报刊发表论文20余篇；撰写个人专著《学校教育科研的实践与思考》，并先后主编《非
智力因素的培养理论与实践》、《一线教师与教育科研》、《学会心理自助》、《优化非智力因素促
进多元智能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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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一、“非智力因素”研究的缘起二、“非智力因素”研究的历程三、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协调发
展四、“非智力因素”研究的感悟第一篇 让孩子焕发生命活力一、什么比分数更重要二、相信每一个
孩子都能成功三、做人是第一位的四、健康是发展的根基五、让每一位学生都有特长六、在参与学校
的管理中提升才干第二篇 让教师感受教育幸福一、提升教师幸福指数二、给管理者起飞的平台三、培
训是教师最大的福利四、一项课题就是一个培训班五、名师是名校的中坚第三篇 让学校走向品牌建设
一、在传承中创新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三、领跑者要带头“跑”四、善于“借脑”的管理艺术五、
扩充优质资源六、品位品质铸品牌附录一、用行动解决成长难题二、做孩子生命中的贵人三、“非智
力因素”研究年大事记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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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身体，内心，灵魂。
这三者之间有一种共生共存，而又互相影响的关系。
身体的舒缓，内心的豁达，灵魂的高贵，构成一个丰富、完整的人生。
若是把身心灵比喻成一个车子，身心好比车轮，灵魂好比车身，只有三者平衡把握才能让你更好的自
由自在的生活在纷繁复杂的尘世间。
如果这三方面，有一个方面不够和谐，就会影响整个人的状态。
疲惫、紧张、烦躁、郁闷更是现代都市人的统。
一病症。
究其原因不外乎身体被压力拖垮，内心被欲望占据，灵魂被物质俘虏。
人不能够成为自己，而成为了一个异化的机器。
身心灵的和谐，在于重新找回三者之间的平衡状态，让身服从于心灵，让心灵超脱于身以外的东西。
学科教学中培养学生心理自助的一系列子课题，确立了“学会心理自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框架。
这个课题后来被立项为浙江省名校长一类课题。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研究，我们得出几个结论：　　（1）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质上是一个“助人
自助”的过程。
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机制来看，它以他助、互助、自助为机制。
他助、互助是手段，自助是目的。
　　（2）让学生学会心理自助，要着眼于同辈群体辅导资源开发。
　　（3）让学生学会心理自助，说到底，还是一个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的问题。
　　我们心理自助的操作定义是：以创造教育活动为载体，学生通过课内外自觉地进行创造思维和创
造个性的自我训练，在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上，依靠心理自助的自我领悟、自我体验、自我解脱
心理困惑等达到自我的心理平衡、心理适应和心理发展，进而自我完善、自我超越。
其实质就是通过主体参与和自我意识的支配下，主动寻求有效促进自身生理、心理及社会适应的方法
，实现真善美统一的人格。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立足于课堂，着眼于课外，不断验证课堂自助原则、操作模式，并总结出教
师教学过程中“顶天立地”、“八要八不要”①的经验和学生心理自助，提高学习效率的十种技法。
“所谓‘顶天’，是指学生做学习的主人，鼓励学习持之以恒，自觉不懈地超越自我而努力。
所谓‘立地’，是指把学生需要和兴趣放在突出的位置，教学计划和方法从学生的发展可能性和潜力
出发。
”“‘八要八不要’：要以学生的兴趣为起点，使学生情绪高涨，智力振奋；不要没有情感色彩，使
学生把学习当做精神负担；要关注学生的‘主体、独立、自由’，给学生参与权、选择权，增大学生
参与和选择学习的时间、空间；不要扼杀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体作用；要让学生抬起头来走路，充分
体验成功的喜悦；不要主观武断给学生贴上‘失败者’的标签；要尊重学生的价值、尊严，保护学生
的自尊心；不要太易激动，对学生冷漠无情，心灵施暴，在大庭广众下让学生丢脸。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寻找教育的新支点>>

媒体关注与评论

　　精彩典型的案例、深入细致的分析和对教育的执著，不仅让我们对如何打造一所好学校有一个简
单的印象，而且还让我们知道是什么让一位校长成为优秀的领导者。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郭振有　　今天我们对非智力因素的重视是体现了“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则。
我国理论界教育界有相当一批学者与教育家在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徐锦生校长就是其中一位。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林崇德　　令人敬佩的是，徐锦生从1989年起，开始了长达20年的“
小学生非智力因素培养”的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前人未走过的新路。
在基础教育教学领域，这样从理论到实践，有目的、有计划、有措施，更有控制的规范研究，属全国
首创。
　　——浙江大学教授 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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