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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届 扩 大 研 究 结 果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卢仲衡 

一

、 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目前在我国及世界各 国的教育界和心理学 

界都在寻找培养学生能力特别是自学能力的途 

径，现在正在进行多途径的试验。欧美的程序 

教学、凯勒设计的个别化教学及其他的个别化 

教学，都企图打破班级教育，排斥或降低教师的 

作用，事实上教师也难于起作用。特别是近几年 

来，由于电子计算机迅速发展，在欧美各国的电 

子计算机辅助教学(CAI)也发展得很快，企图 
、

用 CAI代替教师的教学的试验越来越多。但是 

完全用计算机取代老师而培养出的学生是一些 

什么样的人呢?美国有一些教育工作者认 为： 

“计算机创造出的将是一个精神变态的 国家 和 
一

代心理病态的人。因为人们在操作计算机时 

只能按照他们 自己的心理过程处理，缺少与他 

人思维的交流”。一天有五、六个小时坐在计算 

机屏幕前不与人接触会感到多 么 的 贫 乏 无味 

呀i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圈家，在一、二十年内 

要普遍实行电子计算机教学是不可能的，所以 

我们应该研究一种适合国情的教与学。学习虽 

然是一种认识过程，但是也与一定的情感、意志 

活动紧密联系着，很难想像一个没有学习动机、 

没有学习兴趣的学生能把功课 学习好的。 

我认为教育不单纯是为了教学，还要育人。 

教师的人格感化、政治思想教育、人际关系对 

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品德起着重要作用。班 

级教育是以教师为主体，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 

课堂上实行一刀切，学生一律被动地听授，忽视 

了个别差异，无法因材施教。个别化教学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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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为主体，强调自学，忽视了教师的作用，只 

管学而不管育。我们研究的自学辅导教学实验 

的主要教育思想是班集体与个别化相结合。，呆 

存班集体有利于发挥教师的指导辅导作用，芎 

利于同学们在学 习中互相琢磨，互相促进，有射 

于同学们的思想交流；有利于人陈关系的形成， 

有利于集体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的道德 品质的 

教育；实行个别化教学有利干树立学生的主体 

地位，培养主动精神和学习自觉性，发挥他们的 

聪明才智，让快者快学、慢者慢学，达到 因材施 

教。这样可以适应个别差异，尖子生在增加，落 

后面在缩小。中学数学 自学辅导教学从 1965年 

开始迄今已二十年了，由于十年浩劫，曾中断过 

两次，但各次实验中都取得较好的效果从。1980 

年开始在七省市 23个班 进行扩 大 实验。 自学 

辅 导教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归纳如下： 

· 科学院心理所参加工作人员：卢仲衡、陈其弼、金祥 

凤、吴瑞华、王兴 华、赵 爱秋、冯丽华、要琼。 

参加协作单位有：广东省教育厅、北京海淀区教育局、北京 

崇文区教育局、武汉市教学研究室、湖北省教育学院、长春市 

教育学院、南昌市教育局教研室、太原市教育局教研室、兰州市 

教育局教研室、重庆师范学院心理学教研室、沈阳和平区教育 

局教研室。 

参加实验学校有：北京钢院附中、北京 123中、北京 花园 

村中学、北京 11中、北京清河中学、华南师大附中、广州市 

中、广东南海石门中学、广东惠州市 l中、广东惠州市 4中、广 

东九江中学、南昌1o中、南昌1l中、重庆 59中、华中师院一 

附中、武汉市实验学校、太原 18中、太原 4中、福州 8中、福 

建寿宁 1中、长春 8中、长春 1o3中、兰州 14中、兰州27中、 

兰州 2中、沈阳lo6中、广西贺县 2中、黑山北关实验学校、包 

钢 1中、廷吉 5中、河北南旺中学、黑龙江虎林中学、江苏大港 

中学、沈阳23中、江西九江中学、哈尔演 79中、广州执信中 

学、西北师院附中、河南信阳5中等。 



 

1 理论意义 教学改革中的心理学问题， 

主要是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如何更好地符合 

学生认识过程和认识能力发展的规律问题。自 

学辅导教学根据九条心 理学原则 改革 了教材， 

根据自学辅导教学特有的七条教学原则改变了 

教法和学法。学生在老师的画龙点睛的指导下 

以视觉为主动手动脑地进行自学、自练、自改作 

业，独立阅读、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学 

生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学 习的，学 习的进程 

可以自我调节，符合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符合 

以自学为主原则，能启发学生学习的动机和形 

成浓厚的学习兴趣，能加速形成自学习惯，有利 

于 自学能力成长及其迁移。 

2．实践上的意义 前后经过二十年多次 

反复试验，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调动了教师的积 

极性，使他们能有的放矢地去辅导学生，减轻 

了批改作业的低效劳动，有时间去学习教育学 

和心理学，促使自己工作智力化，而且也能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减轻了课外作业的负 

担，培养了自学能力和自学习惯并促使其迁移。 

从智 力开发 的角 度来看 这是 有很高 社会效益 

的。有了自学 习惯和 自学能 力，就能有效地对 

付“知识爆炸”、科技迅速发展的形势，用不着再 

去参加回炉的培训学习，因而会产生直接的经 

济效益。教育最大的效益是社会效益，在初中 

培养了自学能力，会使学生在高中、大学取得更 

好的成绩，有利于进一步发掘每个人的潜能，开 

发智力，克服高分低能现象，使知识与能力同步 

发展，也为学生走出校门应付知识老化周期迅 

速缩短的趋势创造 了良好 条件。提高 能 力，特 

别是自学能力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在我国大力 

倡导自学成材，四化建设急需要有创造能力的 

人才这就为自学实验研究提供了实践性、政策 

性的依据。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条件下， 

自学辅导教学实验才能如此迅速推广。 

· 二、推广性的实验研究方法和结果 

(一)实验研究的方法和对象 

81届的研究方法和步骤与 8O届完全相同， 

主要采取 自然实验法，每校都设实验班和对比 

班。两班学生入学时的语文和数学成绩力求均 

等。对比班是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实验 

班是 在教师辅导下以学生为主体的 自学 方 法， 

采取启读练知结的模式。在刚上课或快下课时， 

老师有 1O分钟(至多 15分钟)左右时间对学生 

进行启发、提问、纠错或小结等，但要保证学生 

每课时有 35分钟(至少30分钟)的连续 学的 

时间。自然实验法得来资料可能不够准确，往 

往需要采用实验室实验法做补充。要获得社会 

公认效果，必需经过大面积的实验和反复多次 

的重复。我们从初一开始试验到初三，即以三年 

为一周期。下面叙述第二个周期的结果 (81届 

入学的实验结果)。 

实验班采用由我主编的“中学数学 自学辅 

导教材”(教材包括三个本子：课本、留有做题空 

白的练习本、测验本，课本后面附有练习本的答 

案)；并采用我们所提出的七条教学原则。对比 

班采用的是人教社的课本，按照人教社的指导 

参考书进行教学或根据老师的独创性的经验去 

进行教学。 

(二)81届开始进行三年的实验结果 

从 8O年开始以三年为一周期 的推 广性实 

验已结束了两个周期，目前已有26省一千几百 

个实验班，8个省市级教育 科研机关，46个地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和6个高等师范院校参与实 

验。 

81届在 16个省市 77个实验班 进行实验。 

实验情况见表 1。 

表 1 81届实验班情况统计表 

＼ 效果 ＼ ＼  类别 
较 —— 较 

已戏＼ 好 般 差 备注 
到材 ＼ 验 ＼  的 的 的 
料类别 ＼ 类g ＼＼

＼  

材料齐全 47 33 1O 4 

材料未交齐全 14 10 3 1 

先后停止 的 16 6 5 5 

合 计 77 49 18 10 

注：效果的类别是与对比班的比较而言。效果较好的， 

不单是数学成绩好，而各科成绩都好。效果一般的 

是指各科的成绩各有好的、差的。效果较差也是指各 

科来说，具体的情况请看 2O个斑的例子。 

从表 1可以看到有 16个班 未傲完三年而 

停止的，停止的只有 5个班是成绩较差，其余的 

都是因为领导易人、老师调动或长期生病，以及 

· 2．9 · 



我们工作疏忽所致。还有 61个实验班中，材料 

齐全的有 47个班。47班中效果良好的有 33个 

班，效果一般的有 10个班，效果较差的有 4个 

班。做完三年试验而 材料不齐全 的有 14 班 

(由于人力缺乏，没有及时检查催促，到第三年 

时，得不到对比班材料，只有实验班的材料，无 

法比较)，其中效果 良好的有 10个班，效果 一般 

的有 3个班，效果较差的有 1个班。为了便于 

与8O届的材料齐全的2O个实验班的实验情况 

作比较(80届实验结果发表于《教育研究>>1984 

年第 2期)，我们也从 81届材料齐全的44个班 

中，按照四个指标选取其中 2O个班的好、，中、差 

来作具体分析说明。 

I． 学 业成绩 

从表 2的入学成绩看，实验班和对比班的 

成绩都差不多。在这 20个实验班中，从初一到 

初三的期中、期末和升高中的数学成绩中都优 

干对比班的有 1O个班，只有一次成绩低于对比 

班的有 5个班，只有两三次低于对比班的有 2 

个班，正负、次数或分数差不多的有2个班，多 

次低于对比班的有 1个班。升高中的数学考试 

只有两个班低于对比班，而 其余 18个班都高于 

表 2 81届数学成绩差异表 

(实验班平均减对比班平均) 
L 

省 入 初一上学期 初一下学期 初二上学期 初二下学期 初三上学期 初三下学期 
升 

^  学 校 学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初 期 学 
市 初 中 末 由 来 中 末 中 末 出 柬 中 末 考 
V (班) 成 试 别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绩 试 试 试 试 试 试 试 试 试 试 试 试 

武汉 实验学校 1．2 l7．5 8．5 4．5 9．7 20．6 19．5 l0．15 19．39 18．3 10．1 14．5 19．1 
湖北 

华中师院一附中 一0．4 2．5 1．6 9．7 6．9 7．9 28．2 8．5 4．4 9．6 2．8 3．3 9．5 

南昌市十中 一2．6 3．8 2．0 5．4 1O．3 4．35 Z．4 9．1 7．23 11．1 6．39 12．65 12．18 6．0 
江西 

南昌市十一 中 2．1 7．6 3．7 9．6 l4．6 9．5 11．1 8．92 1．68 4．5 6．16 16．3 

华南师大附中 0．27 0．22 3．72 8．3 1．5 O．1 3．t 1．96 8．06 3．63 —3．36 2．2 

广东 石门中学 一0．3 8．6 2．7 8．64 8．7 8．1 6 1．4 

××中学 9．2 11．2 14．9 16．4 3．2 7．2 2．6 l1．3 2．5 —3．6 L 

钢 铁学院附中 0．3 1．3 5．9 9．2 2．4 8 9．6 4．1 4．5 6．6 3．9 8．9 4．1 
北京 r 

北京一二三中 一3．3 O．1 3．O 12．9 7．2 8．1 7．1 

内蒙 包钢一中 一2．7 4．1 —1．9 5．4 4．4 —3．2 2 3．5 11．9 6．2 4．96 

西北师院附 中 一2．3 —3．2 —2．6 9．7 0．61 —5．7 2．9 一l 2．75 

甘肃 兰州二十七 中 一2 4．7 4．0 —4．6 7．2 1．4 15 5．5 8．95 8．4 一O．1 

兰 州十 四中 一0．1 ——0．4 9．1 ——0．4 3．4 6．3 7．2 11．4 10．6 12．6 18．4 

辽宁 ××中学 一5．3 2．2 2．6 —5．1 —4．9 —2．3 5 2．7 1．9 —2．5 —5 3．9 3．8 

河南 信阳五中 0．54 2．6 8．8 ～7．1 4．59 2．8 10．3 2．1 2．3 

福建 寿宁一中 一3．7 2．2 —3．5 0．5 10 13 2．4 4．8 3．1 2．6 1O．1 

黑龙江 虎林东方红中学 一l1．7 2．9 0．3 0．8 2．3 7．3 12．2 9．2 7．1 4．7 27．3 11．7 9．6 

吉 林 延 吉市 五中 O．2 0．3 24．7 17．3 24 29 26 31．6 

四川 重庆五十九中 2．7 2．5 0 O．2 4．2 8．9 12．3 10．0 12 9．8 11．8 

山西 太原四中 0．9 6 2 l2．8 7．3 16．4 4．2 11 3 6．1 17．7 3．0 7．1 17．4 

注：期中、期未或升学考试绝大多数邵是市、区或县的教育局统一命题，流水批改作业、统一评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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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班，高 6分至 19分者就有 l1个班，差异可 

说是非常显著或显著。 

总 的说来，这一届的自学辅导教学实验的 

学业成绩是良好的，再一次证明了十九年来经 

过个别实验、班级实验和 80届扩大实验所取得 

‘的教学成绩是可靠的。 

II． 自学能 力成长 

自学辅导教学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自学 

能力和自学习惯的。经过 73、74年的研究和8O 

届以三年为一周期的研究，都 证明了通过 自学 

辅导教学实验，学生自学能力的成长和自学习 

惯钧I形成都大大地超过常规教学的班级。 

从 3表可以看见，81届入学的实验班的伯 

学能力的成长都无例外地优于传统教学班，初 

二比初一所获得的结果的差异更大。由于哉们 

人力缺乏而无力顾及，同时各校领导 和实验 

班老师认为自学辅导教学主要是培养自学能力 

的，自学能力肯定要比对比班强，并且有的老 

师怕麻烦，不愿给 100分钟时间来进行对比测 

验，-因此，初三的自学能力成长未能及时统计上 

来。他们的着眼点是学业成绩 比较、各学科 

的全面发展的比较。各学校不大愿意花瞰 来 

表 3 81届数学自学能力成长、迁移、升学考试各科成绩差异表 

(实验班平均减对比班平均) 

实 
省 自学能力成长 自学能力迁移 升学考_斌各科成绩 举 验 
一  学 校 校 结 
市 类 果 
V (班) 初 初 初 语 物 化 语 数 物 化 外 政 型 类 别 

一 —— ： 文 理 学 文 学 理 学 语 治 型 — —— 

武汉实验学校 29．7 45．8 16．1 15．6 19．1 3．3 1t．3 10 5 重 好 
湖北 

华中师院一附 中 3．1 —0．7 7．4 3．9 1．7 9．5 4．2 0．8 1．4 6．9 重 好 

南昌市十中 10．1 18 6．3 9 5 2．1 6．O 4．8 2．2 0．1 0．3 重 好 
江西 

南昌市十一中 20 4 4．95 16．3 4．7 G．2 7．1 3．5 普 好 

华南师大附中 3．0 0．1l 2．7 O．74 2．2 —2．7 ～1．9 O．1 O．61 重 中 

广东 石门中学 4．3 —3．5 17 5．2 1．4 3．5 3．5 9．1 6．1 重 好 

××中学 3．4 3．8 2．2 —3．6 1 O．3 1．9 O．1 普 中 

钢铁学院附中 2．3 2．3 2．8 一O．7 4．1 0．1 2 —7．6 O．63 普 中 
北京 

北京一=三中 2．1 7．1 3．3 3．3 9 O．74 普 好 

内蒙 包钢一中 1．76 4．96 6．69 4．84 —2．82 酱 好 

西 北9币院附中 24 —19 3．3 2．75 5．6 3．4 6．6 5 重 好 

甘肃 兰州二十七中 8．8 一O．2 2．5 3．7 —0．1 —7．9 —7．7 6．6 2．6 普 中 

兰州十四中 3．4 3．8 2．2 18．4 1 0．3 1．9 0．1 普 好 

辽宁 ××中学 ～1．2 3．8 —3．4 一I．7 —2 重 差 

河南 信阳五中 2．5 4．5 5．1 2．4 2．3 I．7 —0．39 7．5 2．4 普 好 
r 

_ 

福建 寿宁一中 4．1 1．03 0 6．6f 0．75 ：10．1 ～3．2 1．1 O．33 O．23 普 好 
r L 

黑龙江 虎林东方红中学 9 2．7 5．1 9．6 3．2 一1．3 5．5 —2 普 好 

吉林 延吉市五中 13 5．9 14．6 3l-6 ． 20r3 14．5 2O．2 14．5 普 好 
} 

四川 重庆五十九中 1 2 1 2。4 11．8 6．2 —7．4 一O 6 5．9 普 好 
_ 

山西 太原四中 1．4 15．8 2．7 4 4．8 17．4 10．9 11．6 6．9 2．3 普 好 

重：一指重点学校，普：指一般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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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研究自学能力成长及其迁移的问题，默认 

自学能力成长比对比班好。从我们历次的研究 

中也确实证明了数学的能 力的成长比对比班 

快，并有助于克服高分能低的现象。 

III． 自学能 力的迁 移 

自学能力成长和迁移是我们研究 的核心， 

在撰写 80届的实验报告时 已把 各心理 学派关 

于迁移的理论阐述过，这里不再重复。81 届所 

获得 自学思维 能力迁移 的效果与 8O届十 分相 

似。数学与物理、化学的相同因素比较多，所以 

数学 自学能力成长对物理、化学的 自学能力成 

长的迁移量比较大。从表 3可以看见，凡是进 

行过物理、化学自学能力测验的，几乎都产生正 

迁移现象，但也有例外，特别奇怪是西北师院附 

中在傲物理的自学能力迁移时成绩是一19，这 

是一种极反常现象，但在升学考试时，该校的实 

验班物理成绩比对比班高 5．6分。对语文的迁 

移是正的多，负的少，看来 自学数学对语文的 

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和概括能力也有一定的帮 

助。 

IV． 各 学科的全 面 发展 

为了防止以加班加点来取得数学实验的良 

好成绩，我们设各学科的全面发展这个指标。如 

果 只是数学学科好而 其它学科多数都差，那末 

就很可能数学加重了负担，侵占了其它学科学 

习的时间；如果数学实验效果好，而其它学科的 

学习效果也好，那末就有可能是数学减轻了负 

担，至少也不加重负担，也可能是自学能力成长 

和自学习惯的形成对其它学科有促进作用。从 

表 3升学考试各科成绩来看，与 8O届扩大实验 

结果非常相似。我们根据升学考试各科成绩的 

总体来定出好中差三种实验结果的类型，在这 

2O个班里好的占 15个班，中的占 4个班，差的 

占 1个班。这就是说，升学的比率大大地超过 

对比班。正因为如此，所以实验班迅速发 展，已 

遍及全国了。 

三、讨 论 

81届扩大研究结果也肯定了《8O届数学自 

学辅导教学 实验扩大研究 结果》一 文的讨论项 

目，本文不再重复了。这次讨论重点是 自学辅 

导教学实验提高自学效果的生理学依据、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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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依据和教育学依据，以及从数学竞赛来看对 

于培养尖子学生、发展求异思维的情况。求异 

思维是创造性思维中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 

1．生理学依据 

大量研究证明，人脑皮质前额部，保证了人 

类意识活动的计划、调节与控制的最复杂形式。 

额叶不仅与枕叶、颞叶、顶叶，而且与皮质边缘 

部位都有极丰富的联系。前额区同皮质其它区 

之间有丰富的传入、传出系统。这些已得到神 

经学研究的证实。但是，每一种复杂形式的行 

为都依赖于脑的不同区域的几种官能的联合作 

用。 

时 

人脑的机能组织尚未明了，但是大脑皮层 

的投射区已明确了。从视分析器传入的信息首 

先到达视觉区(枕叶)，使这区域产生兴奋，接受 

信息；从听分析器传入的信息首先到达听觉区 

(颞叶)，使这区域产生兴奋，接受信息；从运动分 

析器传人的信息首先到达运动分析区，使这区 

域产生兴奋；痛觉、触觉、温觉、冷觉等的信息首 

先到达感觉区，使这区域产生兴奋；嗅觉亦是如 

此。这些信息的加工和储存都不限于投射区， 

而依靠各区的协同作用，特别依靠额叶的计划、 

调节或执行。兴奋点从投射区域扩散到协同作 

用的区域去。如果某区域 形成优势的兴奋灶， 

那末其它区域就会处于抑制状态。从此可以看 

出，采取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韵教学方式，信 

息首先传入听觉投射区(颞叶)，然后扩散到协 

同作用的区域，所以听觉区经常处于兴奋状态， 

容易形成习惯化(负性学习)。这与 调刺激容 

易弓『起抑制状态的理论 相一致的。习惯 化(经 

休息后就会消退的)是包括人在 内动物的普遍 

存在的行为改变，是新异刺激重复施加所引起 

的行为反应的降低，容易感到疲劳。 自学辅导 

教学每课时采取启、读、练、知、结相结合的刺激 



 

多样化，从不同分析器传入的信息首先到达不 

同的投射区，轮换地兴奋与抑制，容 易产生敏感 

化(敏感化是习惯化的对立面)，这也许是不少 

学生感到这种学习方式，45分钟好像过得很快 

似的原因之一。科学已经证明，多通道输入比 

‘ 单通道输入一般来说效果要好。 

2．心理学依据 

在编写自学辅导教材中我企图尽量贯彻九 

条心理学原则：(1)适当步子，即高而可攀的步 

子；(2)当时知道结果；(3)铺垫原则；(4)从展开 

到压缩；(5)直接揭露本质特征；(6)尽量采取变 

式复习；(7)按步思维；(8)运算根据外显；(9)可 

逆性联想(详见《教育研 究>>1982年第11期)。第 

(1)、(2)条心理学原则可以保证编写的教材能 

自学、能学懂；第(3)、(4)条原则可以保证编写 

教材的步子适当；第(5)、(6)条原则可以突出本 

质特征，扬弃其非本质特征，可以达到对概念和 

运算的深入理解和巩固；笫(7)、(8)条原则可以 

启发着手思维层次性和条理性；第(9)条原则可 

以培养思维的灵活性。 

每个学生的先天与后天的条件都不会是一 

样的，因而形成了个别差异。我从敏捷与踏实 

两个特征把学生概括为四种 学习类型：(1)敏捷 

而踏实(快而准)；(2)敏捷而不踏实(快而不准) 

(3)不敏捷而踏实(慢而准)；(4)不敏捷又不踏 

实 (慢而不准)。 自学 辅导 教学以 学生为主体， 

自定步调，以视觉分析器为主，而视觉分析器是 

主动的分析器，这就保证了快者可快学，慢者可 

慢学，反复学，直到学懂为止，可以适应个别差 

异。 

从年龄特点来看，十二、三岁的儿童的依赖 

心理是很强的，他们还不善于组织自己的注意 

力。进入初中就进行 自学，对他们来说既陌生， 

又新颖，而我们采用适当步子编写的教材使他 

们 能自学，能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在这年龄 

阶段里，好奇心和好胜心还是很强的，由这两个 

“心”就会引起他们求知的欲望和学习的动机。 

老师再教给正确的 自学方法，纠正他们的学习 

动机，学生们逐渐就会形成自学数学的兴趣与 

爱好。有了兴趣与爱好，注意力也就自然地集 

中起来学习。不少心理学的实验都已证明，凡 

是集中注意学习的东西，都理解比较深，记忆比 

较牢。我们经常到学校里看自学辅 导实验澡， 

在课堂上发现，实验班学生都不干坐着，读练知 

交替地进行着，注意力十分集中，外界噪音干扰 

不大。有一次我到人大附中去看实验班 自学情 

况。这澡室后面是操场，旁边有条小马路， 间 

或听到汽车过马路声和操场传来的哨声。我逐 

个问了7个学生有没有听到这两种声音。头 4 

个都说没有听到，第 5个说有时听到过汽车过 

马路的声音。当问到第 6、第 7个学生时，他们 

都很不高兴地说，我在集中注意地阅读课文和 

做练习，那有心思去听外边的东西呀I这是一个 

预试。我们已设计好 了与常规教学班进行对比 

的实验，希望能确定注意力集中是提高 自学效 

果的主要因素之一。 

应用自学辅导教学的方式是不是容易遗忘 

呢?以前的文章已说过 73届和 80届入学经过 

半年、一年后进行遗忘测验，实验班比对比班的 

遗忘率 都小。84年贵州安顺 地区 二中 自己进 

行一次遗忘的测验。第一次测验，实验班 92．7 

分而对比班是 87．2分，差异是 5．5分。经过半 

年后进行遗忘测验，实验班 90．2分，而对比班 

是 79．5分，差异是 1O．7分。河北省定兴县南旺 

中学对有理数全章概念法则进行检查，西个班 

同时进行一周复 习后各抽 1O名学生进行检查， 

实验班的遗忘率为 32．9％，对比班为 57．32 ； 

将近 年 后， 实验 班为 49．3％；而对 比 班为 

75．46％。可见实验班的遗忘率比对比班小。为 

什么自学辅导教学的遗忘会缩小呢?原因是我 

们编写自学辅导教材时，经常复习前面的知识， 

把新INCH识紧密联系起来，形成知识系统化。同 

时，我们应用尽量采取变式复习的心理原则，这 

不仅可巩 固fEl知识，而且可加深理解和灵活运 

用。更重要的原因是自学促进注意力集中，注 

意力集中，也是避免遗忘的重要因素。降低遗 

忘率也是 自学辅导教学取得效果的心理因素之 
一

o 

83届的结果证明了自学辅导教学促进了自 

学习惯的形成、 自学能力成长及其迁移。从数 

学比赛来看，也促进了求异思维的发展。从表 

4可以看出，各校的数学比赛，自学辅导教学大 

大地优于常规教学的方法。一题多解、一题多 

证也优于常规教学。最突出的是湖南宁乡县城 

关镇城北中学有一道需要拆项的因式分解题是 

。十6 十llx十6，学生们做出26种解 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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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数学竞赛中实验班获奖的人数 

参加班数 实验学校名称 数学竞赛类别 获奖人数 实验班获奖人数 备 注 
或人数 

武汉实验学校 五省市初中数学联赛 1人获奖，1人表扬 全校只有实验班获名次 

甲等奖 1人，丙等奖 3人，表 华中师院一附中 湖北省初 b数学竞赛 4人获奖
， 1人表扬 扬 1人

。 

全年级4O 南昌市十中 校内初=数学竞赛 
人参加 8 3 1、3、5名次 

福渊八中 校内初一竞赛 21 占33％ 

校内初二竞赛 14 6 占42％ 

校内初三竞赛 集体优胜奖 

北京钢院附中 校内初二(上)竞赛 6个班 16 6 

校内初二(下)竞赛 6个班 14 6 

河南信阳五申 全市初二竞赛 3 2 

校内初二竞赛 4个班 8 3 

包钢一中 校内初二竞赛 12 11 

包钢教育处、包建教育 30 14 

处各校初三联赛 

该班是小学附设初中班，农村 河北南旺初中 河北省数学竞赛 I 
学校，入学成绩平均 24．3分 

福建省福安中学 校内初二(上)竞赛 6个班 10 6 

校内初二(下)竞赛 6个班 l1 8 

人民大学附中 北京市竞赛 24 4 

贵阳九中 校内初二竞赛 6个班 10 6 

湖南宁乡县城北中学 校内初二竞赛 1O 7 

四川宜宾市二中 校内初二竞赛 前 4名 第 1、2、3、4名 

江苏宜兴中学 校内初一(下)竞赛 44"班 一、二等奖全部 

河北保定实验中学 校内初二竞赛 6个班 20 5 第 2、3、4、6、10名 

广东茂名石油一中 统内初二竞赛 6个班 一、二等奖占} 

学辅导教学发展了学生的求异思维，而求异思 

维是创造思维中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 

根据广西柳州市教育学院胡建良同志对柳 

州市二 中实验班的调查统计：开始 自学时对学 

数学就有兴趣的学生只有 18人，自学一年以后 

增至 38人。到了二、三年级时，除个别人外，对 

数学的学习都感到很有兴趣。 自学辅导教学 使 

学生对数学感兴趣，也是取得效果的心理因素 

之一。 

关于提高自学效果的心理分析，刚刚在起 

步，更谈不上科学地去解决它。我们将要通过 

严密控制的实验室的实验，通过监视器观察 记 

’ ，辱 · 

录学生在自学中的学习过程，便于分析各心理 

因素在提高 自学效果 中的作用和主次关系。如 

果我们把提高 自学效果的心理因素搞清楚，那 

末将会进一步提高自学效果，为教改提供切实 

可行的途径。 

3．教育学依据 

班级教育授课制的教育思想、教学原则都 

是 17世纪夸美纽斯首次提出的，此后虽然产生 

过各种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但是仍然是为班 

级教育服务的。班级教育有它的 致命 的弱点， 
一 个班几十个学生 都是 由教 师的讲授 进行学 

习，从而学生的主体地位被忽视，学生的学习主 



动性和积极性容易受到压抑，很难做到因材施 

教，更不利于培养自学能力。五十年代由心理 

学家斯金纳提出的程序教学，六、七十年代凯勒 

制和 CAI等的个别化教学，突出了学生主体地 

位，企图全部地采用学生 自学 教材等方法来实 

现个别化、自由化教学，从而降低或排斥教师的 

作用，忽视教师韵人格感化，忽视道德品质的培 

养，忽视人际关系，无法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思 

想。个别化教学在 与学韵关系上又走上了另 
— 个极端。 

为了培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人材，适应四 

个现代化，加速自’学习惯的形成、自学能力成长 

及其迁移，明确提出班集体与个别化相结合的 

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可以把教与学的矛盾 

辩证地统一起来；把教师的辅导作用与学生自 

学为主的矛盾统一起来。自学辅导教学根据自 

己的教学 目的、教学过程(或说学习过程)和心 

理特点而制订出自己特有的教学原则，以作为 

我们教与学的基本方法或指导原理。 

自学辅导教学的教学原则是：(1)班集体与 

个别化相结合的原则；(2)寓有效的学习心理原 

则于教材之中的原则；(3)教师辅导下学生自学 

为主的原则；(4)强动机、浓兴趣原则；(5)启、 

读、练、知、结相结合原则；(6) 自检与他检相结 

合原则；(7 尽量采用变式复习以加深理解和巩 

固的原则。 

：限据这七条教学原则很清楚地看出自学辅 

导教学不是无师自通，而是在老师指导辅导下 

进行自学的。教师不仅要备课、吃透教材，而且 

要备人，因此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了。由于减轻 

了批改作业的低效劳动，并未加重教师的负担， 

只是使教师的劳动进一步智力化。根据七条教 

学原则和三个本子进行学习，学生的负担也减 

轻了，中等以上的学生在课堂上就差不多能完 

成作业。 

兰州市教科所王家华对兰#1--"十七中进行 

过调查说：“因式分解这部分内容，统编教材只 

有 30页，29个例题，336个练习题，而自t学辅导 

实验教材有 80页，101个例题， 583个练习题。 

实验班的学生只用了与对比班同样的时间就完 

成了任务，而且效果良好。”为什么呢?原因之一 

是学生经过快一年的自学，独立学习的能力增 

长了。广州执信中学陈国瑗老师写道：“在学初 

一 代数第一章时，由于培养学生阅读数学教材 

的理解能力，教学进度慢了 12 课时，而且单元 

测验的成绩也不理想。坚持一段时伺后，实验 

班韵进度和数学成绩都上去了，而且超过对比 

班。一段中等长 度韵 课文，初一时需要 15至 

25分钟(较难的课文，时间还需要长些)才可以 

读完，到初三时只谓 5至 1O分钟就可以了(包 

括粗读和细读)，理解也比以前深了”。原因之二 

是每课有 3O至 35分钟自学、自练和自检作业， 

同时在练习册上留有做题的空白，也可节省一 

些抄题时间，并便于 自检和他检，这样可使学习 

速度加快。但是学习速度加快的主要原因是自 

学能力的迅速成长。北京钢院附中学生高梅说： 

“使用自学教材可以缩短学习时间，在课堂上能 

基本上完成作业”；学生李育说：“书讲得细，易 

懂，作业有答案，能及时知道对错并纠正。我对 

这一点体会很深。上学期我病了两个星期，就 

是靠这套教材自己补上去的”。 

教材已担负起传授知识、引导思路、培养自 

学能力的作用，教师就不必重述学生自己能看 

懂的教材，特别重要的是教师不要代替学生思 

考。四种类型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去学 

习，把不踏实逐渐转变为踏实。快者可快学，慢 

者可慢学、反复学，到弄懂为止。传统的注入式 

教学用滔滔不绝的讲授代替学生思考，实行一 

刀切，学生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因此会出现只有 

老9币教学的积极性而没有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金祥风同志写道：“英国一位心理学家对一 

千名学生追踪研究三十年的结论中看出，智力 

和成绩之间并不完全相关。在我们的实验中也 

发现，成绩上升幅度最大的并不是所有思维敏 

捷的学生，其中不少是思维不敏捷而踏实的学 

生。这说盼智力对学习成绩起一定的作用，但 

不起挟完吁乍霭”。由此可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培养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是非常 

重要的。 自学辅导教学 由于采用 了九条有效的 

学习心理原则来编写 自学教 材使 学生能 自学， 

并保证了学生主体地位，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积 

极性，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著名心理学家潘菽写 

道：“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一．个学生的学习主 

动性或积极性能提高一点，他的学习效果就会 

好一点。如果他的学习积极性或主动性能高度 

调动起来，他的学习效果也必然是很优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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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辅导教学也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因 

为数学 自学辅导教学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整个教 

学过程 中，按照启、读、练、知、结相结合的模式 

进行的。在开始上课时老师可以启发两三分钟， 

到快将下课前 1O分多钟，老师要根据在自学过 

程中巡视和辅导学生所发现的共性问题进行提 

问、纠错、答疑或小结等。教师的主要作用是从 

学生开始自学时，要教会学生的自学方法(特别 

是阅读教材的方法)，囚材施教，培养学生自学 

习惯，组织学生集中注意学习，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辅导学生，指导优生向深广发展，检查 

学生作业等。在课上对老师的要求更高 了、更 

紧张了。不仅要有更高的业务水平，而且要有 

更强的责任心。不但要使学生学会，而且要使学 

生会学。由于教师基本上从批改作业的低效劳 

动解放出来，把批改作业变成检查作业，有时间 

去进行教育科学的研究。由此可见，教师的作用 

不低于传统教学，不过其所发挥作用的形式不 

同而已。 

在初中学生的年龄阶段里，从生理来看是 

长身体的时期，大脑的发展已趋于完善。从心 

理来看，正是从思维的被动性向主动性发展过 

程。从教育来看，人格与理想逐渐形成定型化。 

所以中学时代，教师的人格感化，对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培养，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完全个 

别化教育或 CAI企图完全代替老师，这是不堪 

设想的教育。 

我们一再说过，自学辅导教学不是无师自 

通，还是名师出高徒。然则学生、教材和教师的 

关系是怎样呢?简单的说，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教材是学习的手段，教师是学习的向导。三者 

紧密结合方能达到品学俱优、知识与能力同步 

发展。缺了向导，就会迷失方向，循环往返，不 

知所终。教师的作用，无论运用什么学习的手 

段，都是不可缺少的。 

就 目前已获得科学资料来看，自学辅导教 

学所取得的成效，是与贯彻九条学习心理原则 

的教材和运用七条教学原则有关，是与采取启 

读练知结相结合的课堂模式有关。以视觉为主， 

动手、动脑、动耳、又动口，多通道输入信息。而 

多通道输入信息比单通道输入，一般效果要好； 

长时间听觉集中不如视觉集中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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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论 

1．81届扩 大实验 的结果 证实了 80届扩 

大实验的 7点结论(见《教育研究》1984年第2 

期)，符合国情，有推广价值。 

2．提高自学效果在生理学、心理学和教育 

学都有一定的依据，但对这些依据仍要作进一 

步的深入的、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取得效果的 

心理因素分析，我们现在正在设计进行更严密 

更科学的研究。把取得效果的因素搞清楚，反 

过来，会促进更大效果的取得。 

￡警3 ￡ 盘￡ 3幽船￡鼙3圆 艮 鹋盘鹋囱￡骂囱鹋白鹋盘 囟鹋船 艮鹋 盘商白 

更 正 

1985年 4期 

第3页左栏 2行 “现代社会”应为“现代数 

育”。 

第 4页右栏 1行“现代工业的”后面应加上 

“技术”。 

第 1O页右栏 17行“如何适应”后的逗号应 

在“这个要求”之后，“却”应为“即”。 

第 23页右栏 2行 “程”字之后漏“度”字。 

第25页右栏 34行“组”字应为“起”字。 

35行“传 字应去掉。 

第 45页左栏3o,~5- 志”字之前应增“意”字。 

第46页右栏 5行引文中的前后句应对调， 

引文中的“释”字应为“析”字。 

第 47页左栏 1O行 反 字应改为“相”字。 

第 49页左栏 3行“有”字同逗号应对调。 

25行“导致”应改为“得出”。 

第 68页右栏末行“涌”字应为“踊”字。 

第 69页左栏 亍“今”年暑假的 “今”应为 

“1984”。 

第 28页表 1“在校 学 生”栏 “O．O3”应为 

“99,97”；“O．11”应为“99．89”。 

第 29页表 2“人均古 有 教 育 经 费”栏 

“2．1O 应为“7．1O”。 

第 32页表8“小学”栏“321．4”应为“31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