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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9_AE_E9_80_9A_E5_c38_60337.htm 我们可以对能力按不同

标准进行分类。 一、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 这是以能力所表现

的活动领域的不同来划分的。一般能力是指在进行各种活动

中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它保证人们有效地认识世界，也称

智力。智力包括个体在认识活动中所必须具备的各种能力，

如感知能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能力、注意力

等，其中抽象思维能力是核心，因为抽象思维能力支配着智

力的诸多因素，并制约着能力发展的水平。 特殊能力又称专

门能力，是顺利完成某种专门活动所必备的能力，如音乐能

力、绘画能力、数学能力、运动能力等。各种特殊能力都有

自己的独特结构。如音乐能力就是由四种基本要素构成：音

乐的感知能力、音乐的记忆和想象能力、音乐的情感能力、

音乐的动作能力。这些要素的不同结合，就构成不同音乐家

的独特的音乐能力。 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相互关联。一方面

，一般能力在某种特殊活动领域得到特别发展时，就可能成

为特殊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人的一般听觉能力既存在

于音乐能力之中，也存在于言语能力中。没有听觉的一般能

力的发展，就不可能发展言语和音乐的听觉能力；另一方面

，在特殊能力发展的同时，也发展了一般能力。观察力属一

般能力，但在画家的身上，由于绘画能力的特殊发展，对事

物一般的观察力也相应增强起来。人在完成某种活动时，常

需要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的共同参与。总之，一般能力的发

展为特殊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内部条件，特殊能力的发



展也会积极地促进一般能力的发展。 二、再造能力和创造能

力 这是按活动中能力的创造性的大小进行划分的。再造能力

是指在活动中顺利地掌握前人所积累的知识、技能，并按现

成的模式进行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利于学习活动的要求

。人们在学习活动中的认知、记忆、操作与熟练能力多属于

再造能力。创造能力是指在活动中创造出独特的、新颖的、

有社会价值的产品的能力。它具有独特性、变通性、流畅性

的特点。 再造能力和创造能力是互相联系的。再造能力是创

造能力的基础，任何创造活动都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因此，

为了发展创造能力，首先就应虚心地学习、模仿、再造。在

实际活动中，这两种能力是相互渗透的。 三、认知能力和元

认知能力 这是按活动的认知对象的维度划分的。认知能力是

指个体接受信息、加工信息和运用信息的能力，它表现在人

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之中。元认知能力是指个体对自己的

认识过程进行的认知和控制能力，它表现为人对内心正在发

生的认知活动的认识、体验和监控。认知能力活动对象是认

知信息，而元认知能力活动对象是认知活动本身，它包括个

人怎样评价自己的认知活动，怎样从已知的可能性中选择解

决问题的确切方法，怎样集中注意力，怎样及时决定停止做

一件困难的工作，怎样判断目标是否与自己的能力一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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