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学辅导教学与常规教学对加速自学能力 

成长和发散思维发展的比较研究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卢仲衡 王兴华 吕炳昌 

一

、 前言 

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实验从 1965年开始，到 

了 1974年，我们就开始对自学能力进行比较研 

究，结果发见自学辅导教学在自学能力成长方 

面大大地优于常规教学。从 8O年开始扩 大实 

验，连续三届，共 150个班。各学校测验的结 

果，自学能力成长，都无例外地优予常规教学。 

为什么呢?因为自学辅导教学加速培养了学生 

学会自己提取信息，进行信息分析和加工，从而 

得出结论的能力。换一句话说，自学辅导教学 

加速培养了学生的独立阅读能力，独立概括能 

力，独立思考和推理能力，从而提高了自学的理 

解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前所做的 自学能力成长的测验都是在平 

行班进行的，未曾与高年级学生进行比较，即不 

知能缩短 多少年限，这是一个值得 探索的 

问题。 

自学能力加速成长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有 

密切的关系。 

去年，我们进行过 自学辅导教学与常规教 

学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比较研究。司马贺(Herbert 

A．Simon)在 《人类的认识——思维的信息加 

工理论》一书中写道：“学习过程是对一系列符 

号的学习、存储及以后的提取和应用的过程。实 

现这一过程只靠记忆显然是不够的，学生还要 

利用所得的信息进行创造”。许多心理学研究 

证明，创造与智力有着密切的关系。intelligence 
一

词译作智力，有时也译作能力，智力与能力是 

很难分开的。所谓智力测验企图测出纯粹天赋 

的素质是不可能的，测出来 的主要是在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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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通过学习活动和实践活动形成 的能力。 

在我们长期的实验中大量资料证明了，自学能 

力强的人，创造性思维也较好。我们曾在《教育 

研究》发表过“自学辅导教学与常规教学培养创 

造性思维的比较研究”的实验报告，在教学中表 

现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因素是发 散 思 维 (求异思 

维)，因此我们认为有再一次重复验证的必要。 

二、实验的对象和方法 

1．自学能力成长的实验对象和方法。北京 

市八所中学：区重点 2所，中上学校 2所，生源 

较差的学校 4所。其中，完全中学 6所，只有初 

中的 2所。完全中学除测验初二的实验班和对 

比班外，还测验采用传统教法的高一班的自学 

能力，所测验的两个年级 都 自学高二的“行列 

式”。由于客观情况的不同，各校 自学测验的时 

间小有变化。50中、123中、176中、钢院附中， 

清河中学都是 自学 7O分钟，京工附中 自学 80 

分钟，太平路中学、206中自学 90分钟。 

2．发散思维的实验对象 和方法。北京市 

四所中学：中上学校 2所，生源较差 的学校 2 

所。测验对象是初三的实验班和对比班。测验 

时间都是 90分钟 测验的题目是： ， 

AABC中，D和曰各是AB和AC的 中点，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 

本研究属于国家教委的教育科 学“七五”规划的教委级的 

重点课题之～。 

本研究得到北京钢铁学院附中、北京 123中、北京 50中、 

北京清河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太平路中学，北京 206 

中学 北京 176中的领导和 老师 的大 力 支 持，在 此 表 示 

感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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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或其延长线)与 的平分 线交于 G，求 

证：AG上B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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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 

(一)自学能力成长的测验结果 

用高二数学课本的“行列式”对初二的实验 

班，对比班和常规教学的高 一班进行 自学测 

验。各个班都没有学过二阶、三阶行列式。学生 

边看教材内容边做练习。各校测验时间分别是 

7O至 9O分钟。从表 1可以看到 自学能力测验 

的结果，在八个实验班中得 9O分以上的，无例 

外地多于对比班；与高一相比也只有两个实验 

班不如高一的。由此可见，采用 凸学辅 导教学 

法，不仅加速了自学能力成长，也培养了鞍多的 

尖子生。他们初步形成了自学习惯，提高了自 

学能力和自学信心，就能博览群书。这就是许 

多实验班在数学竞赛中获得好成绩的理由。从 

表 1还可以看出，49分以下的学生灾验班无例 

外地少于对比班，只有 1个班多于高一班。可 

见，实验教学对差生的自学能力的培养也确实 

比常规教学更为有效。弭从及格率来看，实验 

班无例外地高于对比班，只有 1个班的及格率 

低于高一班。 自学辅导教学，不仅不降低差生 

的自学能力，而且提高了差生的自学能力。任 

何方法都不能全部解决差生问题，而自学辅导 

教学因为以视觉为主，视觉是主动的分析器，不 

懂的可以反复阅读，读不懂的可以问同学或老 

师；同时每课时有 3O至 35分钟自学时间，这时 

老师积极巡视课堂，也可以主动辅导差生。因 

此这种教学对于减少差生是可能的。 

表 2 初：实验班与对比班自学能力整异比较 

校 名 5O中 京工附中 钢院附中 123中 清河中学 太平路中学 206由 】76申 

‘  

平均差数 +13．13 +4．2 +15 +15．5 +8．6 +10．67 +9．32 +12．56 

差异检验 P<0．001 -P<O．05 P<0．O01 P<O．001 P<0．01 P<0．O01 P<O．01 P<0．001 

从表 2可以看出，初二实验班与对比班 的 

自学能力之比，都达到差异非常显著或显著的 

水平，无一例外。结合过去对自学能力成长的 

研究的结果，我们完全可以肯定 自学辅导教学 

大大地促进 了自学能力的发展。要培养 自学能 

力，不搞满堂灌，已成为我国教育界共同的要 

求。同时，我们的《中学数学自学辅导教材》已 

公开出版。有些对比班也全部购买了这套教材， 

但并未全部采用我们的方法。如 5O中只有实验 

班采用我们的方法。 有些学校的对比班学生 自 

己到书店买到我们的 教 材 回 来 自学。有些教 

师采用我们部分的内容和我们的教 与学 的方 

法。 因此，比较起来就比过去的因素增多了。由 

于我们的实验越来越受到教育领导部门和老师 

们的重视，以后实验班和对比班的 学能力差 

异有可能越来越缩小。到这时候，我们的教材 

和教法也就可以推广了。 

表 3 初二实验班与高一教学班 自学能力分数差异比较 

校 别 50 京工附中 钢院附中 123中 清河中学 太平路中学 
● 

乎均差数 +10．08 —1．4 +1．1 +3．85 —2．9 —11．48 

差异检验 P<0．01 p<O．05 P<O．05 P<0．05 P<O．05 P<0．01 

从表 3可以看见，初二的实验班与高一的 

教学班的自学能力分数差异总的看来，没有明 

· 5譬 

显的差异，只有 5O中的实验班比高一教学班的 

学生的自学能力好得多，达到差异非哲 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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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三种证法以上的比较表 

＼＼证法种类 证 法 数 量 

．  
做对人数 ＼． 、

、＼  百分数＼ 三种证法以上 六种证法以上 

学校雾次 、、、＼ ． 人 数 百分数 人 数 百分数 
钢院附中 实验班(52人) 31 ． 63．43 5 9．6 

(初三) 对比班 (
56人) 24 48．93 2 3．84 

清河中学 实验班(35人) 16 35．68 3 8．55 

(初三) 对比班(46人) 11 21
．34 ／ ／ 

176中 实验班(37人) ， 14 35
． 12 l 2．7 

(初三) 对比班(3
9人) 7 18．04 ／ ／ 

123中 实验班(50人) 34 68．2 10 20．0 

(初三) 对比班 (4
8人) 26 54．0 6 12．5 

r 

水平，太平路中学实验班比高一低得多，也达到 

非常显著水平。从测验的材料看来，采用自学 

辅导实验的教材和方法，初二的自学能力成长 

就达到高一的水平了。即是说，从自学能力成 

长方面来说，采用我们的教材教学有可能缩短 

两年的时间。 r 

(二)发敞思维的测验结果 

发散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 组 成 部分。 

我们在 1987年《教育研究》第 1期发表 的文章 

中已作出结论说，自学辅导教学比常规教学在 

培养学生发敞思维和收敛思维方面都 优越得 

多，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这个研究是追 

踪性的研究，是在学完两年后进行测验的结果。 

本研究用另外的几何题在同年级的实验班和对 

比班进行测验，比较学生运用多种证法的情况。 

由于这道题很难说哪一种证法是属于最佳的思 

维，因此我们只分析其发敬思维。 

从我 ‘ 经看到，平均做对的证法的数量 

多数是两种或三种，因此我们把做对三种证法 

作为多种bE法的分界线或标准是比较合适的。 

从表 5可以看见，做对三种证法以上的，钢院附 

中的实验班与对比班之比是 63．43 ：48．93％； 

清河中学的实验班与对 比班之 比是 35．68％： 

21·34；％ 176中的实验班与对 比班之比是 

35·l2％：18．04％；123中的实验班与对比班之 

比是 68．2％：54．0％。做对六种证法以上的，钢 

铁学院附中的实验班与对比班之 比是 9．6 ： 

2．84％；123中的实验班与对比班之比是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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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清河 中学和 176中的实验班都有学生 

做对六种证法以上的，而其对 比班 则一个都 

没有。 

四、讨论 

(一)关于自学能力成长问题 

方今知识日新月异，科技发展迅猛异常，因 

此，学校教育在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必须重 

视培养能力，特别是培养自学能力。自学辅导 

教学把培养自学能力放到首要地位。检查自学 

辅导教学效果有四个指标：(1)学业成绩；(2) 

自学能力成长；(3)自学能力迁移；(4)各学科 

全面发展。这四个指标在以前的实验效果中几 

乎都优于对比班， 自学能力成长无例外地优于 

对比班。比对比班优多少分数已 报导 了不少， 

但是优多少肘间，我们从未研究过。这个研究 

已基本解决这个问题。 

自学辅导教学为什么能加速自学能力的成 

长呢?原因是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在教师指导 

辅导下以学生自学为主，采取了“启、读、练、知、 

结”的课堂教学模式。在一课时中只有读、练、 

知能交替进行，傲到个别化，达到因材施教，调 

动学生的学习主动积极性，让快者快学，慢者慢 

学。启和结是老师在一课的开始和结束时对学 

生采用班集体的教学方式进行，在学生 自学的 

时候老师也积极巡视课堂，了解学生学习情况， 

及时解决问题，辅导差生等。这样也充分调动 



表 6 初二实验班与高一教学班自学能力分数差异 

差 异 

了老师的积极性。加速 自学能 力 发展 的原因， 

除开我们的教材教法便于自学并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外，也与调动师生双方 的积极性有关。 

如果老师不积极主动地去教学生阅读方法、独 

立思考的方法、概括与小结的方法，坚定他们的 

自学信心，激励他们自学的动机和斗志，那未光 

靠学生自动并坚持自 、芦的能有几人呢r所以试 

验班学生的自学能力成长如此迅速，也与实验 

班的老师的作用有密切的关系。 

黑龙江省金祥凤、高洪英 吴伟等用高二的 

排列组合作为测验材料，对初二的自学辅导实 

验班和常规教学的高一班进行 自学能力 的测 

验。测验结果见表 6。 

从表 6可以看到，无论差异是正与负，其绝 

对值都是较小的，没有达到差异显著性的水平 

(尚志四中是和初三教学班进行比较的)，即是 

说，在 自学能力成长方面，初二实验班就赶上高 
一 的教学班水平，缩短了两年的时间。 

’ 广东四会中学陈共弼等对 84届实验班(初 

二)进行了一次数学自学能力成长的测试，内容 

是高二数学内容“行列式”，结果比常规教学的 

高一班仅低 1．85分。而 85届实验班到初二时 

也进行了相同测验，门学能力测验成绩比高一 

班高 2，O2分。 贵阳九中李福宽也进行过 一次 

数学自学能力成长的测试，内容也是高二数学 

“行列式”。结果：初二的两个 实验班 的平 均 

分数为94_3分、94．5分；高一的两个常规教学班 

的平均分数为 84．1分、75分。 

这种测验从黑龙江到北京，到广东再到贵 

阳都得到差不多相同的结果。因此可以说，采 

用自学辅导教学的方法比常规教学在 自学能力 

成长方面，初二就差不多能赶上常规教学的高 
一 的水平 了。 

(二)关于发散思维问题 

为什么自学辅导教学会加速发散思维能力 

的发展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它能较迅速地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而 自学能力是发散思维 

能力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前面的自学能力成 

长的测验结果及分析确实证明了这个论点。有 

了自学能力和自学习惯，就能大量地阅读 考 

书，扩大知识面，就能增强运用知识去解决问题 

的能力。人是通过搜索来解决问题的。所谓搜 

索就是提出策略寻找最佳途径来解决现实的问 

题。问题的信息从感官开始进入感觉记忆，如果 

加以注意则转入短时记忆，否则就消失；短时记 

忆经过复述进入长时记忆，即存储起来，如不复 

述也就消失。通过搜索来解决问题时，就要从 

长时记忆中提取与解决问题有关的知识加以运 

用。提出的策略正确与否与知识经验以及能力 

有关。有了自学能力的人，通过博览群书，开 

阔了眼界，促进了知识与能力的同步发展，寻找 

有效的多途径的方法就容易多了。自学辅导教 

学实验班学生的发散思维比常规教学班的学生 

显出优越性的关键也在这里。 

五．结论 

1．采用自学辅导教学法对于培养自学能 

力成长的速度确实比传统的教学方法加快了。 

黑龙江省、广东省、贵州省和我们的研究都证实 

了这一点。 

2．我们以前的研究证明了自学辅导教学 

比常规教学在培养学生发散思维 方面优越得 

多。这次的研究又稃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 

3．我们认为自学辅导教学加速了发散思 

维能力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它能较迅速地培养学 

生的自学能力，而 自学能力是发散思维能力发 

展的重要条件。关于这一点，我们还要作进一 

步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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