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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在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必须重视能力、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 

能力是什么?能力与知识的关系是怎样的?简单地说，能力是指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一定 

活动的个体心理特性。能力与素质有关。素质是指人们天生差异的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的 

特点，它是促进某种能力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基础。能力是在一定的素质的基础上，在掌握知识、 

技能中，在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能力形成之后，反过来又可使掌握知识、技能和技 

巧更加容易、更加迅速。能力是个人比较稳定的心理特性。它的形成和发展，比知识和技能的 

获得较为缓慢。 

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这巳引起了许多教育工作者的重视。许多人从各个不同的学 

科作了很多尝试，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定效果。如苏联心理学家克鲁切茨基对数学能 

力进行了剖析，分解出九种在思维范畴内的不同的能力，并用不同类型题来培养不同的能力， 

又以这些题作为检验这些不同能力的标准。这就很难说到底是某种能力的形成，抑或是某种 

知识的掌握了。把能力细分，应该是研究能力的一条正确途径。但是把能力分得越小，它们 

之间的联系越密切，越难找到客观检验的标准。从 目前看，赞柯夫用观察力(包括感知能力、注 

意力和记忆力)、思维能力(包括想像力)和操作能力来检验教学效果是切实可行的。这三种能 

力，人们容易找到界限比较分明的客观指标。不过我们认为记忆力应该从观察力中独立出来， 

因为它与感知有密切的联系，也与思维有密切联系，而其本身也有其极为客观的检验标准。在 

这些能力中，是否可以说，观察力是基础，记忆力是桥梁，思维力是核心，操作能力是检验知识 

技能的掌握的客观标准。 

这四种能力是怎样形成的呢?一是从以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学中得来的；一是从以学生自 

学为主得来的。虽然这两条途径都能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但就我们最近十多年来的实验证 

明了前者形成自学能力较慢，后者形成 自学能力较快。我们运用自学能力这一指标使检验标准 

更客观化，更有说服力。例如 1973、1974年，自学实验班的学生学习我们用适当步子编写的教 

材，学生一年半时，采用北京市编写的课本中一元二次方程来检查 自学实验班与对比班学生 

的自学能力的成长(边阅读课文边做题)，测验结果，实验班比对比班的做题数成倍地增长 了。 

1980年底，只自学了半年的初一学生，采用人教社编写的课本中一元一次不等式或二元一次方 

程组来检查学生自学能力的成长，与对比班相比，在统计学上的差异是显著或非常显著的，有 

的学校实验班的差生的自学能力接近了对比班的中上或中等学生的水平。这就证明了以自学 

为主的学习方式加速了初一学生的自学能力的成长。 

我们搞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实验是从 1966年初开始的，初一学生在老师短短时间的指导下 

(启发、指导、提问和小结等，每课时约占 10分钟)，利用我们编写的三个本子(一是课本，一是 

练习本，一是答案本)进行自学、自练和自批作业，每课时约有 35分甜 动手、动脑地积极学习， 

效果是非常好的。由于 “文化大革命”而数度天折。1980年春，又从广州开始恢复这项实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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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效果很好，教育部门的领导和教师们多数认为这个研究是具有生命力的。从 1981年下半 

年开始在 18个省市约一百多个班进行实验。如果都能取得成效，那末，这个实验就可以说有 

了牢固的篪础了。 

fj学辅导教学实验的成败主要决定干四个指标：1．学业成绩，2． 自学能力的成长，3． 

自学能力的迁移，4．各学科的全面发展。 

1．学业成绩：就这学期已经收到的七省市 23个实验班与对比班测验成绩比较而言，它们 

的差异与上学期十分相似。因为这学期的各省市的材料还未全部收齐，现以北京市五个自学 

实验班的一年的实验结果为例。(见表 1) 

裘 1 一学年的学习成绩比较表 

＼  考试内容 

＼ ～＼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学校＼＼成绩差异 

十一中 { 3．79 I l1．15 {13．3一 I 一1．51 l ／ l 15．78̈ 
广渠门中学 一3 98 5．74 } 一0．22 0．68 f 6．88 I 1．4 

钢院附中 3．41 2．58 8．27 8．38 l 10·64 I ／ 、 

花园村中学 3 16．62 20．57}$ 6．1 j．26．2 l 23．54 

兰靛厂中学 7．14 } 5．94 23．17 11．43 I 18．57 I 27．66 

注 1 考试是 南心理所请不参加实验的有经验 的老师命 题，两班老师都 不预先知道题 目并在不复 习的情况 F进行。 

注 2 成绩差异是以0为基准，实验班的平均分数减对比班的平均分数。 

注 3 “ ”是指差异显著(P<0．05)，“}％”是指差异非常显著(P<0．O1或 P<O．001)(以下同)。 

从表 l可以看见，无论第一学期抑或第二学期 5个实验班与对比班的比较，实验班成绩都 

优于对比班。这种差异经过统计表明，几乎都是显著的或非常显著的。但是这种优异成绩的 

取得不完全是 自学教材的作用，除学生自学外，学校领导的重视，教师的启发、指导、提问和小 

结等对上述成绩的取得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2．自学能力的成长：自学能力成长和 自学能力迁移是我们研究培养自学能力的核心。 自 

学能力成长的测验共做过两次，都是用未学过的而接着就要学的教材让实验班和对比班学生 

同时进行学习，时问为 100分钟，边看课本边做题，要求准而快。第一次是第一学期末用二元 
一 次方程组进行试验；第二次用根式进行试验。(结果见表 2)。 

表 2 自学能力成长的比较表 

学校 
十一中 广渠门中学 钢院附中 花园村中学 兰靛厂中学 

学期

＼ 对题 

第一学期末 2．92* 2．3 4．24* ／  17．O8 } 

第二学期末 l ／ l ／ I 12．28 I l9．77 I 25．46 

从表 2可以看见，除广渠门中学外，凡参加过 自学能力成长试验的实验班和对比班的差异 

都是显著或非常显著的。这就初步证明了采用自学辅导教学的方式比现在所采用的老师讲、学 

生听的教学方式自学能力成长的速度较快。 

3．自学能力的迁移：在一种工作中所学到的某些知识、技能或能力可能促进和助长第二 

种工作的学习，这种迁移叫做正迁移。相反的，第一种工作学到的知识、技能可能妨碍和干扰 

第二种工作的学习，这种迁移叫做负迁移。我们研究的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实验，着重点是研究 

自学能力的正迁移。即是说，初中学生数学自学能力形成后是否能迁移到物理、化学、生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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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他学科上去。 

实验班和对比班学生在自学数学将近一年的时候，用未学过的物理作为迁移的研究材料。 

学生边阅读边做题，要求准而快，时间 100分钟。(实验结果见表 3) 

袭 3 自学能力对物理迁移的比较褒 

学 校 十 一 中 广渠门中学 钢院附中 花园村中学 兰靛厂中学 

做对题数的差异 5．67扣k 2．09 8．09 术： 3．7 4．65籼# 

做错题数的差异 一0．23 —9．86丰木木 一1．12 —6．52 一1．9l 

注：做对与做错题数的差异是实验班的平均数减去对比班的平均数。 

从表3可以看出，5个实验班与对比班的自学能力迁移的差异的比较，有 3个班的差异是 

非常显著的，有 1个班差异是显著的，1个班差异不显著，但是后两个班在错误率方面，对比班 

与实验班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即对比班的错误率比实验班高多了。由此可见，采用适当步 

子编写的自学教材，有目的有意识地去培养初一学生自学习惯和自学能力之后，的确对邻近学 

科起着正迁移的作用。我们还要进一步设计如何使自学数学对文科产生迁移作用。 

4．各学科的全面发展：从已发表的或正在进行而被邀请参观的实验研究的情况看，实验 

都是成功的。搞语文实验的，语文成绩好；搞数学实验的，数学成绩好；搞物理化学实验的，物 

理化学成绩好，在这些试验中其它的学科成绩是否也提高较快呢?是否减轻了学生的负担呢? 

这些问题未能引起重视。搞某学科的实验，不仅使成绩好而且也要减轻学生学这门学科的负 

担才算是成功的。以往的实验者往往忽视这个因素，在实验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占用了共它学 

科的时间，不容易使学生得到均衡发展。如果在同一个班各学科同时进行这样的实验，就会 

大大地加重学生的负担，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这样的实验不能算是成功的。我们的数学自 

学辅导教学实验，不仅注意提高本学科的学习质量，提高自学能力，而且也注意提高非实验学 

科的质量、能力的迁移和减轻学生的负担。只有这样，实验才算真正的成功。直到日前为止， 

我们的实验还未经过各学科全面发展的总检查这一关的考验，但是在一些实验班中已经能看 

出一些眉目来。例如，钢院附中的自学实验班学生在课内差不多已能完成数学作业的大部分， 

自学能力和自学习惯逐渐形成，课后不仅能自学数学参考书，而且有时问学习语文和外语，晚 

上有半数学生经常收听英语广播。所以这班学生不仅数学成绩好(全级数学竞赛得奖者8名中 

实验班占 6名，表扬者 5名全部是实验班的)，语文和英语的成绩也好。兰靛厂中学，不仅语 

文、外语成绩高于对比班，而且政治的成绩也高于对比班。这样在不增加负担的情况下各科成 

绩都得到提高，也有利于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我们采用适当步子并结合一些有效的心理学原则编写的自学辅导教材，能充分发挥老师 

的指导作用，在课堂上老师用 1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启发、指导、提问或小结，而学生有35分钟 

的时间可以自学教材和做练习。在学生自学的时候，老师能主动积极地辅导差生并来回巡视， 

以便及时发现学生中出现问题加以解决。这种以自学为主的自学辅导教学，充分调动了学生和 

老师的积极性，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晚近得知在欧美甚为流行的自学形式，叫做柯勒方案(Kellcr plan)，他也着重利用书面 

语言进行自学。他编写教材的步子也比较小，所以每单元都有提高的教材以适应优生的学习， 

在班中分小组学习，不懂的可互相讨论，教师的任务是维持纪律、为学生准备仪器和解答学生 

的疑问。柯勒方案与我们的自学辅导教学颇相似，大家都着重书面语言。所不同的是：他们是采 

取较小步子加提高内容，而我们是采取适当步子；他们只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下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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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68页) 而没有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而我们把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 

来了；他们在自学第一年的效果不显著，只是在第二、三年才逐渐看出显著效果来。而我们在 

第一学期就看出显著的效果了；他们没有明确地提出要做自学能力成长及其迁移，而我们把自 

学能力成长和迁移作为效果中重要指标；他们的测验和我们一样的稠密，但是他们给学生标准 

答案来 自我批改和评分(中段考和期考例外)，而我们的小测验由老师批改和向学生分析错误 

情况；他们的做法比我们要科学一些，老师只起管理和辅助作用，所得来的成绩几乎都是学生 

自学的效果，而我们得来的学习成绩(自学能力成长和迁移除外)是学生自学学校领导重视与 

老师指导、辅导的合金。 

自从程序教学发明以来，至今巳发展为多种多样的自学形式，各有其图式及理论根据。自 

学能力是各种能力的综合，所以自学有助于学生对各种能力的形成。现在所进行的各种教育 

科学实验，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所进行的自学辅导教学实验，正是从这 
一

目的出发系统地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对这个研究不少教育工作者认为是 富有生命力的， 

是敬改 中的一项重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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