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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叙述 了− ./ 年0届开始的在七省 市12 个班 以三年为一周期的数学自学辅

导教学推广实验是成功的
。

在学业成绩
、

自学能力成长
、

自学能力迁移和各学科

全 面发展四个指 标上
,

实验班 几乎都优于对比班
。

−+ /年 0届开始 的十六省 市 的

3! 个实验班和 −1 /年0届开始的二十二省市的34 个实验结果都支持了−4/ 年0届 的

实验结果
。

这种教学不仅有利于辅导差生
,
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优生的聪明才智

,

真正做到既能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也能发挥教师的指导辅导作用
,

减轻教师的低效劳动
,

促使其智力化
。

这种方法不仅能发展学生的求同思惟
,

也

能发展求异思
5

准
。

·

一
、

前 言

自学之说
,

‘

我们传统的教育思想中就有之
。

但是真正根据心理学原则来编写 自学 教

材并使学生能自学的
,

要算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发明的程序教学
,

解决了学生是学习的主

体问题
。

他利用他从动物实验得来的小步子和及时强化这两条心理学原则来编写程序教

材
,

的确能 自学
,

但是不能保证学习的效果
。

小步子会造成学生不要怎样动脑筋就能把问

题解决了
,

从而会妨碍思淮能力的发展
。

同时
,

利用小步子编写的 自学教材必然会造成繁
‘

琐冗长
,

难于复习和查阅
,

教师难于起作用
,

甚至企图排斥教师的作用
。

事实上
,

斯金纳突

+0 本文于+4−2 年++ 月1− 日收到
。

甘
这一部分要涉及到该实验的目的

、

方法
、

结果在卢仲衡编的
《
中学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实验文选

》
第一集里已作

了详细的论述
5

这里不赘述
。 。

什 从+, −4年秋开始扩大进行的
《
中学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实验

》巳完成了从初一到初三的一个完整的周期
5

参加

这6 周期实验的协作兰位及其负责人有
7
广东省教育厅/郭鸿 0

,

北京海淀区教育局/张士充0
5

北京崇文区教

育局/张德英
、

郭林0
5

天津市中小学教育教学研究室/郭菊英0
5

长春市教育学院/朱英民0
5

广西柳州市教师进

修学校 /胡建良0
5

辽宁黑山北关实验学校/郝世檀0
5

黑龙江尚志县教育局/金祥凤0
5

本文还采用了−+/ 年0届
和 −1/ 年0届部分学校实验班的材料

,

特此致谢
。

”
5
参加实验的工作人员有

7
卢仲衡

、

金祥凤
、

吴瑞华
、

王兴华
、

宋同荤
、

高书元
、

吴琼
、

冯丽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08 叶熟嫦/广东省实验学校0
5

苏佩芳/华南师大附中0
5

陈国缓/广东省执信中学 0
5

袁永贤
、

黄 韶 生/广州

市六中0
5

温妙才/广州市十四中0
5

夏俊娟/广东南海石门中学0
,

刘碧兰/广东惠州市第四中学0 8何世平/北京

钢铁学院附中0
,

王学贞/北京兰靛厂中学0
5

梁慧中 /北京花园村中学 08贺谷民/北京广渠门中学 0
,

王兰凤/北

京十一中08张淑钮/天津四十一中08 华树青/吉林省实验学校0
,

董惠云/长春八中0 8林冠华/广西柳州二中0 8

麦志超 /广西贺县二中0 8刘静芝/辽宁黑山北关实验学校08 尤惠德/黑龙江尚志县一中0
5

于清久
、

南信子 /黑

龙江尚志县四中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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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
“

学
”

而排斥了
”

教
“ ,

始终未能把
”

教
”

与
“

学
“

这一对矛盾统一起来
。

及时强化这 条 学

习心理学原则在动物形成复杂行为时的确是很重要的
,

对人类的学习也是重要的原则
,

但

是绝对没有如斯金纳所夸耀的那么重要
。

我在自学辅导教学的实验班上用 自然实验法把

实验班学生分为对等的两半
,

一半用及时强化
、

一半不用及时强化
。

学 习结果采用及时强

化稍为好些
,

并没有斯金纳所说的那么重要
,

遗忘的检查亦然 5
。

我们发见
,

学 习知 识 迅

速与巩固
,

主要依存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程度
。

凡经过积极思惟的东西
,

学得最好
,

记的最牢
。

教与学是一对矛盾
,

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学
。

教是为了学
,

教是为了不教
、

教是外因
,

学是内因
,

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

所以学生的学应该占主体地位
。

但是在传统教

学中都是以教师为主体
, ,

采用注入式
,

老师讲
、

学生听的教学方式
。

教师老是想着教这 门

学科
“

我应该做些什么
” : 而忽视学这门学科的

“

学生应该做些什么
” : 程序教学解决了内

因的问题
,

但忽视了外因的作用
,

因此未能取得良好效果而逐渐消沉下去
。

我们的 自学辅

导教学可以把教与学这一对矛盾统一起来
。

我所从 + , ; 2年开始研究程序教学
,

到+ , ; 9年由于没有取得效果而天折了
。

于是 我 们
口

吸取了程序教学把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和编写的教材能 自学的精神
,

自己首次提出 运 用

九条有效的学 习心理学原则来编写 自学教材
。

一本课本
、

一本练 习本
、一本答案本

,

当 时

由曹日昌副所长命名为
“

三本教学
” ,

+ , − +年由播寂所长命名为自学辅导教学
,

从此沿用此

名
。

+ , ; ;年初
,

我在北京女六中和西四中学进行试验
,

同时也设程序教学班和常规教学班

来进行比较
。

实验结果
, “

三本教学
”

在学习成绩方面和缩短学时方面都优于程序教学
,

也

优于常规教学叻
。

从此
,
·

我们决定发展三本教学
,

不再搞程序教学了
。

这实验 由于文化大

革命开始而中断
。

护32
、

+,3 年
,

在人大附中和三中再次进行这实验
,

‘

连续试验了一年半
,

取得了比 +舫 ,

年更好的效果
,

并且进行过自学能力成长的研究
。

实验班自学能力成长大大地超过 对 比

班的
。

可惜又由于 “
‘

四人帮
”

干扰破坏教育革命而中断
。

打 倒
“

四 人 帮
”

后
,

在 + , 3 −
、

+,3 ,年再次恢复这实验
,

亦获类似的效果
,

并研究了哪二种学习类型的学生的自学效果最

好的问题叻
。

在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
,

在美国又兴起了一些个别化教学系统
,

最著名的一种个别

化教学要算凯勒制 /<
=> = ? ≅ ΑΒ >0

。

这种教学法比程序教学法更灵活
。

程序教学一般只

涉及一个专题或一门课的一个部门
,

凯勒制教学法涉及整门课
Χ

凯勒制和我们的三本教学有些相似的地方
。

大家都采用书本形式呈现教材
,

采用频

繁的单元测验来检查 自学效果
,

不否认教师的指导作用
。

但是他的教师的主要任务 是 管

理学生
,

为学生准备仪器和解答学生的疑问
8
而我们的教师除管理学生外

,

每课时都有 +4

分会胎
5

导
、

提问
、

答疑和小结等的时间
。

他们的学习方式是在班中分小组学习
,

不 懂 的可

早相讨诊
8而我们是采取班集体与个别化相结合

、

班定步调与个人定步调相姑合的形式进

行学习
,

不懂的可互相讨论
、

问老师
、

下课前老师可以进行班集体的辅导
。

他们的单 元 测

验是给学生标准答案
,

让学生自我批改和评分 /期中考和期末考例外0
,

而我们的单元测验

由老师批改并 向学生分析错误情况帕
。

5

Δ ΕΒ > 写道
7

’

教育革新的命运一般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

它们常常有希望地
·

开 始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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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革新者认为大有前途的并且有一批最热情的追随者
。

但往往当这方法从有效的使用者

的修。散播很远的时候
,

它就变成了教条范围的
。

机械的
·

没有魅力的
,
在来自其他教育

家的损伤性的攻击之后 8 它就从银幕中消失
。

但是有理 由相信凯勒的改革不会这样
5

滑 下
去的

。

理 由是他们甩的方法学是稳固地扎根于行为理论的原则乏中叭
、

晚近几年来
,

从文献中很难找到程序教学和凯勒制 的实验报告
,

是不是由于认知心理

学的迅速兴起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衰落所造成的
。

原因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搞清楚
。

二
、

推
5

广性的实验研究结果

− 4/ 年 0届开始在七省市 12 个班进行扩大实验
,

从初一到初三
,

以三年为一 周 期
8 + , − +

在十六省市增加 了!3 个实验班
, +7骊1年在二十二省市又增加 了 34 个实验班

。

+ , − 1年 3

承蒙教育部批准这套数学自学辅导教育的教材由地质出版社正式出版
,

已有二十

在进行试验了
。

’ 5

一
,

5

进行推广性的实验就要公开对教育界和老师们说明我们的编写原则
,

以便他们 很 好

地掌握自学辅导教材
8
掌握我们的教学原则

,

以使发痒他们的指导作用
8
掌握学生 的 学 习

类型
,

知道哪些学习类型的学牟最适宜或不适宜于自学
,

以便有的放矢地去进行 辅 导
,
效

果的指标是什么
, 以及如何做法等

。 · 卜
Φ

编写 自学辅导教材的九条心理学原则是
7

, 一

+
5

适当步子
,

即高而攀的步子
8 15

知道结果
8 2

5

铺垫原则
8 5

5

从展开到压缩
8 95

,

直接揭露本质特征 8 ;
5

尽量采取

复习、 了
5

按步思惟
8 −

5

推理根据外化 8 ,5 可逆性联想叻
。

第 +
、

1条心理学原则可 以保证

编写的教材能 自学
‘

8 第2
、

条原则可以保证步子适当
,

’

第 9
、

; 条原则可以突出本质特征
、

弃

其非本质特征
、

5

可以达到对概念和运算的深入理解和巩固
,

第 3
、

− 条原则可以启发着手思

低 思淮层次性和条理性
,

第九务原则可以培养界谁的灵活性
。

’

七条教学原则是
7 +5

Φ

寓

心理学原则于教材之中的原则
,

、

15 教师指导下学生自学为主的原则
8

,

25 强动机 原 则
,

班集体与个别化相结合的原则仲
,

读练知导相节合原则
, “

·

自耸与他检相结合原
8 3

·

尽量采取变式复 习来加深理解与巩固的原则仍
。

这七条教学原则既可保证 心 理

原则对教材的贯彻
,

保存班级教育便于老师进行集体指导和辅导
、

培养集体主义
Γ

忽 想
、

互帮互学 8 又可以发挥个别教学的优点
,

保证学生的主体地位
、

主动精神
、

手脑并 用
、

多 感

官并用
、

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
,

以保证知识的获得与巩固
、

能力的形成
、

特别是 自检 能 力
、

独立阅读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形成
。

四种学生的学习类型是
7 +

5

敏捷而踏 实 /快 而

准 0 8 1
5

敏捷而不踏实/快而不准0
8

5

2 、 不敏捷而增卖/慢而准0
8

5

不敏捷不 踏
Φ

实/慢

而不准0
。

第 +
、

2类型的学生
’

自学受益最大
,

·

尤以第 , 类型为最
。

检查效 果 的 四 个 指 标
是

7 +
5

学业成绩
8

‘

1
5

自学能力成长 , ‘
,

自学能力迁移护 ,
5

8 各学科全面 发 展
。

本教

学实验的具体做法是
7

在课董上老师一般要保证学生有连续
2 9分钟 /至少2 4分钟0的自学

时间
,

在此期间教师一般不打断学生的思路
,

行
,

以保证班集体与个别化相结合的原则
。

让快者快学
,

慢者慢学
,

途
、

练
、

匆
认

李替 鸽进

/一 0
5

ΒΗ
5

/年 0 届开始进行三年为二周期的卖验绮早 一
5

5

从 − 4/ 年 0届开始
,

我们在七省市1 2个班进行自学钟导教学实验
,

,

二 8

有14 个班坚持做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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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叩/年0届数学成绩差异表

左龙飞
于

一
扣

轰

表示 ∀Ι 45 49 ⋯ 表示∀Ι 乐4+
5

/ 0内的表示重点高中录取率之差
。

年实验 , 有 2 个班只做了两年或一年而停止
,

效果都很好
,

未做完的原因不是老师长 期 生

病
,

就是领导易人所致
。

+
5

学业成绩 从表 + 可以看见
,

连续做完从初一到初三的三年实验的 14 个实验班

中
,

学业成绩大大地优于对比班
,

并达到差异显著或非常显著水平的有 ++ 个班
8
成绩略优

于或相当于对比班水平的有−个班
8
与对比班之差多次有负值并达差异显著性水平的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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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实验班平均—对比班平均0

初二上学期 初二下学期 初三上学期

升 学 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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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班
。

初 中升高中的数学成绩低于对比班的只有两个实验班
,

差异都很小
,

不显著
。

北

京十一中只差 ∀
!

∗分
。

广州六中的实验 6 ) 7 班
,

各次测验成绩都不错
,

而实验 6 , 7 班 的 各

次测验成绩几乎都比对比班差
。

这班的老师有进修任务
,

上课时课堂纪律差
,

这次升学考

试的百分数是把这两个班的平均分与全年级的平均分进行对比
,

虽然数学分稍为差一点
,

但考上高中人数仍是首分之百
。

在,∀ 个实验班中
,

有)4 个班的成绩高于对比班
,

而高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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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届数学自学能力成长及其迁移及升学考试各科成绩差异表

/实验班平均— 对比班平均0

理

奋飞

十 一 中

广渠门中学

钢 院 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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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四中

华 师 附 中

执 信 中 学

石 门 中 学

惠 州 四 中

广州六中/+ 0

/1 0

ΚΚΚ 学 校校 数学自学能力力 自学能力迁移移 升学考试各科成绩绩 重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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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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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99 +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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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22 +
5 5

999 + 4
5

,,, 2
5

+ 4
5

+++

柳柳柳 铁 一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2
8

天天天 四 十 一 中中 + 3
5

+++ 三ΠΠΠΠΠ 一 +++ 一 1
·

222

津津津 五 十 五 中中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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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文

了

分或 +1 多分以上的就有 − 个班
,

差异是非常显著
、 ‘

厂1
5

自学能力成长 本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利用 自孚辅导教学的方法来加速自学能力

的成长
、

自学习惯的形成
。

有了自学能力
,

无论科学技术如何突飞猛进
、

知识陈旧周 期
‘

如

何迅速缩短
,

仍能运用 自学能力迎头赶上
。

从表 1
‘

可以看出
,

在初一时有 + −个班进行过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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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能力成长的测验
,

除广西贺县二中的实验班的自学能力成长不如对比班外
,

其余 +3个实

验班的自学能力都比对比班强
,

其中有 +4 个班的差异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
。

到了初 二 时

还再做自学能力成长测验的班
,

几乎都比初一时的自学能力成长更强了
。

在初一时 不 如

对比班强的贺县二中
,

在初二时也比对比班强了
。

初三还有 ; 个班进行过对比测验
,

实验

班的自学能力成长都大大地超过对比班
。

以上都是自学能力成长的定量分析材料
。

为了

验证定量分析材料是否可靠我们还进行了一些定性分析的研究
。

利用个别实验法在四个

学校的实验班和对比班各选取优中差学生一名
,

逐个进实验
。

让学生自学三部分内容
,

然

后做三道由易到难
、

由具体到抽象的题
。

第一道题的目的是检查学生掌握基本法则
,

第二

道题是检查运用法则的基本能力
,

第三道题是检查对法则理解的深刻程度
。

在遇到 困 难

时
,

主试者可以给予提示
。

实验结果见表 2
。

·

表 2 对法则理解水平和表达能力水平比较表

班班 别别 8 看书平均时间间 做题平均时间间 对法则理解深深 对法则理解一一 对法则理解基本本 提示总次数数
刻刻刻刻刻并表达清楚楚 般并表达基本本 有困难并表达不不不
的的的的的人数数 清楚的人数数 清楚的人数数数

实实 验 班班 2’94
叮

5
‘‘

1 2
,

+4
, ,

555

+ 111 ,,, 222 + ,,,

对对 比
’

班班
‘
1 4

‘,,

12
, ‘,,

333
·

+ 222 1 999

从表 1
’ 、

表 2 可见
,

数学自学能力成长
,

不仅定量分析材料
,

实验班优于对 比班
,

差异

是显著的 Κ
Φ

而且定性分析材料
,

实验班也大大地优于对比班伽
。

这也证明了 了2
、

3 年所获

得 自学能力成长的资料是可靠的
〔。 。

采用自学辅导教学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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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2
5

自学能力迁移
·

所谓迁移就是
,

在一种工作上所学习到的某些东 西
,

可了能 带 到

/迁移到 0另外
」

一种工作上
,

这种迁移
,

可能助长第二种工作的学习/正迁移0
8

「

或者 也 可设

想第一种工作具有一种抑制效果
,

从而对于第二种学习起着千扰的作用 /负迁 移 0〔幻
。

简

而言之
,

所谓迁移就是指以前学习的东西对以后 的影响
。

木世纪初桑代克所进行的迁移的研究
,

目前在教育界巳是家喻户晓
。

约在 四分
7

之 三

世纪以前所进行的训练方面迁移的研究可能比心理学家们所进行的任何其它研究对教育

影响都大
。 ·

桑代克认为他和他的同僚们的研究表明
,

一个人不能象许多当时的教育 家 们

所持的看法那样
,

指望从一个有限的领域内的研究获取任何宽广的效益
。

?

桑代克强调说
,

学 习某一种特殊技能很可能使学习另一种技能变得容易
,

只 要两种技能具有共同 因 素
。

相对来说
,

本世纪初的教育家们 /指官能心理学和形式训 练说

—
引者 0普遍认为学 习 数

学和拉丁文这些科 目
,

往往在智力方面产生一种形式训练的效果
。

这一原理 /形式 训 练 0

持以下的观点
,

即学习某一特定的技能
,

在广泛的思惟技能方面提供大量的训练
。

桑代克

在训练迁移方面所做的工作对课程的设置提供了 , 个全新的基础
。

学校科 目不再因为他

们对智力训练方面有效益而包措到课程中去
,

学校的科 目必须由证实它 们 能 提 供
“

特殊

的
”

技能
、

知识和理解才能列入课表中去 /Α4 , 。

话又说回来
,

如果儿童
、

青年或成人只学到解

决一些特殊的问题
,

而不能运用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去解决广泛的新问题
, 5

那么学校中的学

习效能就太低了
。

溥过掌挥了鲍知能
、

技能的概括就形成能力
,

能力有不同层次和 结构
,

5



29 ; 心 理 学 报 +, − 年

但总应该有着较普遍的迁移作用
。

,

Θ

三十年代前的理论各自强调了一个侧面
。

形式训练说重视
“

形式
” ,

重视训练
,

重视能

力的迁移 8 共同因素论强调的是客观刺激物间有无共同要素的存在
8
概括化理论强调的是

主体对已有的知识经验的概括
8
关系理论则可视为概括化理论的补充叻

。

三十年代以后
,

尤其是四十年代以后
,

主要是研究影响迁移的确切变量
。

这一时期实

验设计比较精确
,

如吉布生 /( ΠΡ ΣΗ >0
、

奥斯古德/4 9 , 。。Χ0 等人做了大量的实 验
,

这 些 实

验主要研究了刺激
、

反应中
,

不同的相似性对迁移的影响叻
。

这时期的研究没有早期的研

究对教育影响那么巨大
,

只不过研究比较精确些罢了
。 ’

我们不把教育
、

训练看作万能
,

也不把教育
、

训练看作无能
。

我们把方法的掌握
、

概括

化的形成和关系的领悟都看作一种能力
,

自学能力是一种综合性的能力
。

我们研究 是 利

用自学的方法来促进自学能力迁移问题
。

实验班和对比班学生在自学到将要学物理或化学之前
,

用物理或化 学 材料 进 行 试

验
。

学生边阅读课文边做题
,

要求快而准
,

时间) .4 分钟 /实验结果见表 1 的自学能力迁移

一栏 0Η

从表 1 可以看见
,

+ 个实验班做过物理迁移实验的都比对比班强
,

有 9 个班达到差异

非常显著或显著水平
。

在三年级再一次进行物理迁移实验的有 ; 个班
,

实验班都比零对 比

班强
,

有半数达到差异非常显著的水平
。

由此可见
,

采用适当步子编写的自学辅导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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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确对相邻学科起着正

迁移作用
。

也有些实验班对语文进行了一些 自学测验
,

从阅读语文能力和概括能力 来 看

也有一定的帮助
。

但在对文科的迁移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

5

各学科的全面发展 单科试验和多学科一齐试验都各有利弊
、

单科试验例 如 数

学试验
,

则数学成绩好
,

则不算成功
,

很可能加班加点
,

侵占别科的学习时间而搞成功的
。

多学科一齐试验也可能各科都加班加点
,

使得学生睡眠休息时间少
,

身体疲倦 不 堪
,

甚至

妨碍了青少年身心的健康
。

我们认为单科试验或多科一齐试验的客观指标都应该是减轻

负担
、

提高质量
。

我们的自学辅导教学实验是单科试验
,

所以要提出各学科的全面发展作

为伴随的指标
。

即是说
,

在我们的实验中不要侵占别科的时间
,

使得各学科均衡 发 展
,

也

可能由于 自学能力迁移
、

自学习惯的形成促进其他学科的发展
。

我们这实验虽然经 过 了

漫长的时间
,

但都未经过各学科全面发展的总检查这一关
。

现在才第一次从初一试 验 到

初三
,

并闯过了升高中这一关
。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学科全面发展这一指标如何
。

表 1 的各学科成绩是初中升高中的各学科成绩
,

除广州市的 ; 个实验班和辽宁 黑 山

北关学校的实验班的升学考试的各科成绩未从升学委员会取出来作对比之外
,

其余 +2 班

的各科成绩与对比班之差都有了
。

在这没有寄来的 3 个班的各科成绩
,

除开有 1 个 班 的

升学录取数稍低于对比班外
,

其余 9 个班的升学录取数都高于对比班
。

从表 1 可以看见
,

有升学考试的各科材料的+ 个班中
,
有 3 个班的各学科的成绩都优

于对比班
,

差异几乎都达到显著或非常显著的水平
8
有

‘

2 个班多数学科都优于对 比 班
,

只

有 2 个班的多数学科不如对比班
,

但差异是不显著的
。

在 14 个实验班中
,

除天津四十一中

和广州六中升高中录取率稍差于对比班外
,

其余 +3 个实验班的升高中的录取率都高于对

比班
。

可见
,

我们搞的自学辅导教学实验没降低其他学科的成绩
,

可能有助长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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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届开始进行实验的结果

自学辅导教学实验是一项有创造性的教学科研工作
,

它有两大特点
7
一是周 期 长

。

要实验一种新教材
、 5

新 的教学方法
、

新的教学思想
,

决非短期内能完成的
。

以心理研 究 所

做的实验为例
。

实验一次就要连续三年
,

真正的效果必须学生上完三年初中才能显 示 出

来
,

如果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

实验还需重复一定的次数
,

因此实 验 工 作 是 长 期

的
。

二是对象活
,

实验的对象是学生
、

是正在成长发育的少年
,

所以实验只能采取自然 实

脸法 /即在教学过程中自然进行 0
。

这种实验不能对已做过实验的同一批学生再进行第二

次重复实验
,

特别是在实验过程中能够影响实验的因素比较复杂
,

有些因素是很难 预 料
、

很难控制
、

也很难作出全面精确的统计
。

这就给实验工作带来了艰巨性骊
〕。

如果要 取 得

可靠的效果
,

必须进行反复 而广泛的实验
。

只有反复而广泛的实验才能排除干扰的因素
,

获得可靠的效果
。

我们早就决定把这推广性的实验进行三周期
,

每周期为三年/到初中毕

业 0
,

普及到全国各省+ 34 个实验班
。

如果绝大部分获得良好效果
,

我们就应该相信 了
。

现

已结束第一个周期 /− 4届入学的学生 0
,

从前面 已看到
,

获得了可喜的效果
。

− +
、

−1 届 虽未

做完周期
,

但都做了两年的和一年的实验
,

足以作为参照了
。

−+ 届在 +; 个省市进行实验
,

增加 了33 个实验班 8 −1 届在 11 个省市进行实验
,

又增加 了!4 个实验班
。

由于班数 多
,

很 难

都列入表内
‘

只能在重点校和普通校各找一些比对比班好
、

中
、

差水平的个别的班作为实

验结果类型的例子
,

而把结果相似的其余的班分别列入好
、

中
、

差各个类型来计算
。

−+ 届参加实验的班数有”个班
,

而重点校有1. 个实验班
,

如武汉实验学校
、

南 昌 十 中

重点校等获
“

好
”

类型结果的就有 +2 个班
8 如吉林实验学校等获得

“

中
”

类型结果 的 有 3 个

班
8 “
差

”

类型结果
,

一个都没有
。

一般校有93 个实验班
,

如太原四中
、

黑龙江虎林东方红中

学
、

北京清河中学等获
“

好
”

类型结果的就有29 个班
8
如内蒙一机二中获得

“

中
”

类型结果 的

有+1 个班
8 如北京 Ξ Ξ 中获得

“

差
”

类型结果的有+. 班
,

在这33 个班中效果好的有 − 个班
,

占; 1拓 8
效果中等的有 +, 个班占1 9多 ,

‘

效果差的有+. 个班占+ 2男
。

这两届实验结果与而届

所获得 的实验结果几乎相同
,

其不同者是 −. 届重点校有 + 个
“

差
”

类型结果
,

而一般校
“

差
”

类型结果 + 个都 没有
8 相反地

,

−4 届一般学校 + 个
“

差
”

类型结果的都 没 有
,

而 −+ 届 就 有
“
+ 4

”

个差类型结果
,

占总班数的 +2 拓
。

从表 可以看出
,

−1 届的34 个实验班与−+ 届的33 个班所获得的实验结果几乎完 全 相

同
,

其所不同者
,

−1 届的重点校和一般校都有 1 个
“

差
”

类型结果的班
,

占 2 多
,

但 −1 届
“

差
”

类型结果的班的百分数比−+ 届的低 了
。

−1 届的实验结果可以把 −. 届和 − +届出现重点校和

一般校所得的
“

差
”

类型结果的差异统一起来了
。

即是说
,

无论重点校或一般校做 自学 辅

导教学实验都有 比传统教学成绩差的可能性
,

但是这是极个别的现象
。

从 −4 届
、

−+ 届
、

−1

届的学业成绩看来
,

无论是重点校或一般学校的实验都是成功的
,

失败者极为少数
。

这样

就可 以基本打破领导
、

家长
、

教师和学生怕影响学业 的顾虑
。

‘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 届
、

−1 届的 自学能力成长和迁移
。

、

从表 还可以看见
,

无论初一或初二
、

凡是进行过 自学能力成长或迁移的测 验 的
,

实

验班的自学能力成长都比对比班快
,

迁移效果都比对比班好
。

这也再一次证明了利 用 自

学辅导教学方法
,

有利于 自学能力成长亏有利于 自学能力迁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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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 ·

+二自学辅导教学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 ·

传统教学是以教师为主体
、

教师滔滔不 绝

地讲授教材
、

传 授知识
,

思惟敏捷或不敏捷的学生一律被动地听着
一

。

在这种教学形 式 下
,

思惟敏捷而知识基础好的学生早已听懂
,

无事可干了
8 思淮不敏捷而知识基础差的学生根

本未听懂就已讲过去了
。

自学辅导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休的
,

在教师指导辅导下 以学 生 自

学为主
,

集体定步调与自定步调相结合
,

主要运用视觉分析器
,

手脑并用
,

快者可 快 学
、

慢

者可慢学
、

反复学、自己学不懂的可以问老师或同学间低声地研讨
,

直到弄懂 为 止
。

学生
主 动积极地进行自学

,

将下课前的+。分钟义能所到老师的启导
、

提问
、

答疑和小结
,

这时主

要是运用听觉分析器 了
。

这样读练知交替地进行
,

最后又能听到老师的集体指导与辅导
,

多种感官相互作用
,

学生感到有趣而不疲劳
。

学生王 Ξ Ξ 很形象地说
7 “

过去上课老师讲

得特别细瓤 听烦了
,

总是盼着下谏
。

现诈自己细读课文
,

成绩提高到, 4 分
、

+4 4 分
。

每节

课总觉得自己的脑子
、

眼睛和丰都相当紧张
,

好象 9分钟过得很快似的
” 。

,

自学辅导教学实验进行了半年
、

一年之后
,

学生就逐渐形成了自学习惯
,

老师因 病 因

事缺课十天八天
,

学生完全自学数学也能获得好成绩
。

例如武汉实验学校实验班老 师 来

京参观 − 天
,

回去立刻进行考试
,

实验班平均 ;母
5

;分
,

·

对比班 9;
5

分
,

相差 +1
5

1 分
8
江苏南

通一巾的实验班老师来京参观 , 天
,

回去用人大附中试卷测验乡实验班比对比 班 多 3 分
8

成都市新都一 中实验班老师到重庆参观一周
,

回去立刻进行这一周 内容的测验
,

平均成绩

为 −−
5

,分
。

北京花园村中学校长彭庆遐与道
7 “

由子数学课培养了 自学能力
,

实验班的学

生也锻炼了自治能力
,

即 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
。

+

当班主任老师因病或因事告假 时
,

小干部

能够把班上的工作主动地承担起来
,

独立地开展一些活动
,

5

上好早读和 自学课
。

从自学到

自治
’,

山, 。

有些学生生病等而缺课半月或一月
,

自学我们的教材仍能赶上
。

重庆 ;; 中曾乐 华生

病住院半年
,

全靠自学
,

统考时数学成绩,9 分
8
太原十八中阎焕印患肝炎病了一个半月

,

在

家自学数学
,

跟上进度
8
江苏南通一中有一学生病了半个月

,

完全自学数学
,

到校参加测验

得−1 分
8
何南省实验中学

,

因病误课学生 + 人
,

其中误课一星期以上的有 9 人
,

他们都是经

过自学赶上进度的
。5

其他不一
列举了

。’

这就是自学辅导教学以学生为主体而充芬调动

了他们学习的丰动性和积极性所产生的优越性
。

1
5

自学辅导教学 中教师的作用潘寂教授指出
7 “

有些人把这项研究仍然叫做 程 序

教学研究
,

我看是不对的
。

我们现在这项研究的由来固然和程序教学有所联系
,

但不是后

者的发展
,

二者有着本质的差别
。

自学是我们传统的教育思想中就有的
。

毛译东同 志 也

很强调 自学
。

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
,

把自己称得上是发明创造的东西一定要附在 外 国

人的骥尾之上才算成立
5。

我建议把我们现在的这项研究工作正其名为
‘

自学辅导教 学 研

究
, 。

5

因为这项研究的重要内容
,

除学生自学外
,

还有不可缺少的教师的辅导
。

我们 要 全

部抛弃掉过去半殖民地的自卑感
” 〔‘

。

从此可以看到
,

自
‘

学辅导教学与欧美程序教学和其它的个别化教学
,

不仅在教材的编

写原则
、

编排的方式
、

编写方法不同
,

而且我们还要教师起指导辅导作用
。

提倡自学 的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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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要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地进行学习
,

把老师从目前这种滔滔不绝地讲授教材内容 和 繁

重的批改作业中解放出来
,

使得老师能把主要精力用于深入钻研教材
,

研究如何指导辅导

学生
,

了解各个学生的情况
,

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

教师基本上从批改作业等的低效劳动中

解放出来
,

有时间做他们有兴趣的工作
,

,

有时间学习教育学
、

心理学等学科
,

促使 自己工作

智力化
。

所以自学辅导教学也能调动老师的主动积极性
。

自学辅导教学的效果优于程序教学
,

我们已经直接证明过叻
。

从间接资料的比 较 看

来
,

也优于或不亚于如凯勒制等的个别化教学的效果
。

 ΗΗ ≅ = ? Β > Χ ( ? = Π> = ?
/+ , 3 +0 进

行的个别化教学的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成绩的比是 92
5

+3 7
9 7.4

,

差异是 −
5

+3 姗
。

# Ψ = ≅ ≅ Β? Χ

Β > Χ Ζ Β = . = ? Β > Χ /+ , 了.0的实验组与控制组 的 成 绩 的 比 是 3 2
5

+ 7 ; ;
5

− 8
差异 是 ;

5

9 〔‘, , 。

Ζ Η ? ? ΠΣ Β > Χ < Π[ Ρ ? = ΑΑ/1 , 3 10的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成绩的比是 1Β
5

9 7 1 9
5

9
,

差异是 9 〔, , , 。

+ , 3 2年
,

我们在人民大学附中和三中进行三本教学的实验班和对比班的比较 如 下
7
人大

附中的实验班 /) 0与对 比班 /) 0的学习成绩的比是 ,+
5

;分 7
‘

阳
5

2 分
,

差异是 + 5− 分
,

实验

班 /兀0与对比班 /Α 0的成绩比是 −1
5

2分
,
;,

5

2 分
,

差异是 +2
5

众
。

北京三中的实验班 /亚0

与对比班 /亚0的学习成绩比是 −9
5

1分汀 ,
5

2 分
,

差异是 ;
5

,分
8
实验班 /皿0与对比班 /亚0的

比是−9 分
7 3 分

,

差异是 ++ 分的
。

我们的对比效果比他们好
,

很可能与我们结合教师有一

定的关系
。

2
5

应用 自学辅导教学法是不是容易遗忘 : 这个问题是事关重大的问题
,

也是 教 育

界和家长最关心的问题
。

+ , 3 2
、

+ , 3 年在人大附中进行自学 辅 导 教 学 实 验
,

在 学 完有

理数一章后
,

实验班与对比班第一次测验分数是,2
5

2 7
−2

,

经过二十天 遗 忘 的 测 验 分 数

是 ,2 , − 1
5

−
,

经过半年测验的分数是 −;
5

− 7 3+
5

2分们
。

可见实验班的遗忘率比对 比 班 小
。

在 +,− 4 年秋在七省市12 个班扩大实验后半年
,

我们在北京市的四个实验学校进行遗忘测

验
,

结果见表 ;
。

经过一年后
,

我们在考题中有 1 多是考遗忘的
,

一

普遍反映遗忘率比 对 比

班低
。

教师普遍反映
,

实验班学生掌握概念
、

法则
、

基础知识比对比班学生牢固
。

为什么实验班的遗忘速度比对比班慢呢 : 原因之一是我们编写的自学教材经常有复

表 9 实验班和对比班的遗忘率的比较表

遗 忘 平 均 数 遗 忘 百 分 数
Μ

Φ

Μ
5

+ Φ

钢铁学院附中
实验班/− 人0

对比班 /+ 人0

十 一 中
实验班 /4 人0

对比班/ ,人0

广 渠 门中 学
实验班/9 人 0

对 比班/; 人 0

Κ

Μ

月,心ς八‘(‘

兰 靛厂 中 学
实验班 6 , 人7

对比班6 ,3 人 7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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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前面的知识
,

然后引进新知识
,

而复习是避免遗忘的重要条件
。

原因之二是教材步子编

排适当
,

学生认真动手动脑去钻研
,

完全能学懂
,

这样就能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积 极 性
。

大家都知道
,

凡是主动积极去干的事情
,

在记忆中是 比较牢固的
。

原因之三是老师的启发

指导
、

提问
、

答疑和小结
。

可以加深学生对教材的理解
。

凡是真正理解的东西都是掌握最

牢的
。

∴
5 5

Δ Ε Β > 写 道
7 “

在个别化课程的研究报告中
,

很少注意材料的长旧寸回忆或保持

的结果
” “, 。

关于个别化的长时记忆的对 比研究
,

只 有  Η Η ≅ = ? Β > Χ ( ? = Π> = ? /+ ,了+0 提

供过研究材料
。

他们在课程结束后 9 个月对他们的实验组和控制组再进行测验
,

发 现 实

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显然有某些缩小
,

但仍能达到显著的比较水平姗
。

从此可见
,

自学辅导教学的遗忘率低于美欧个别教学的遗忘率
。

; 个月左右的回忆测

验
,

他们的实验组与控制缉回忆的学习材料的差异缩小
,

而我们的实验班的差异在扩大
。

’

二 自学是不是死板:不利于求异思惟的发展:按步思惟是我们编写自学辅导教材的

一条重要原则
。

这条原则对解决如何着手思惟和思谁的灵活性问题起着重要作用
。

但确

不应该忽略对思惟灵活性 的培养
。

在因式分解中
,

经常强调按步思淮
,

按项数去想题
。

+ , 3 ,

年在人大附中的实脸班用这样一道因式分解的题/Β 一 Ρ Χ0
1 十 /Β Χ Ο Ρ]0

1

来检查学生思惟
的灵活性

。

这是一个匕项式
,

但用二项式的公式不能分解因式
,

而必须利用乘法公式使每

一项得出结果后
,

再用分组分解法来分解因式
。

这班中有+ 人做对
,

人未做
,

2 人做错
。

对差生确实产生消极作用
5

。

为了防止思淮刻性
,

应多加一些培养灵活性的方法和题目
。

但

大多数学生的思淮没有产生刻板现象
。

有一次北京海淀区统考的附加题是考灵活性的
。

如

Π

色,沙

+ Ο Ξ

火 一一万, Ξ 1劣 一

/ + 0

+ 4 一 了劣

2 。

/1 0 从甲地到乙地
,

海路比公路近4

公里
,

上午+4 时一只轮船从甲地驶往 乙地
,

下午 + 时一辆汽车也从 甲地驶往 乙地
,

它 们 同

时到达乙地
,

轮船的速度是每小时1 公里
,

汽车的速度是每小时 4 公里
,

求 甲地到乙地海

路和公路长度
。

现在看看北京兰靛厂中学的实验班和对比班的考试结果
。

第 /+0 题两班

学生都千篇一律采取多次去分母的方法
,

而不会采取灵活的方法
,

但是实验班有 +1 人全对

的
,

而对比班只有 1 人做对的
。

第/ 1 0题是较难而灵活的题
。

对比班只有 1 人做对
,

都是

直接设未知数的
。

而实验班有 ++ 人全对
,

直接设未知数的有 9 种列式方法
,

还有一个人设

间接未知数
。

设汽车用 二 小时到达乙地
,

列方程是 1 Ξ 2 Ο 1 二 一 4 6 4Ξ
,

这是既简便又

灵活的方程
。

应用题本身是比较灵活的
,

所以有人怀疑这部分的内容是否能 自学 : 上 面

例子说明
,
较差的学校的实验班对这样复杂的应用题有 +Θ 人全对

,

而对 比班只有+ Θ 1 4人

全对
。

‘

从各地寄来资料可以看出
,

凡是较难的选作题
,

几乎都是实验班比对比班好
,

并且

解题的方法也是多种多祥的
。

‘

北京广渠力中学实验班青一次接待河南的参观者
。

·

也是学应用题
。

者师提问一道应

用题
,

学生们纷纷举手回答
。

他们提出++ 种不同的列式方法
,

有 , 种是对的
。

这使参观者

感到怀疑与惊异
。

下课后
,

他们问老师是不是预先向学生布置好了
,

给我 们 看 的
。

老 师

答
7
今天早上学校才告诉我

,

说有人来参观
。

上课都如平常一样
。

有一次考几何
,

有一道

题
,

实验班学生的解决方法有 − 种
,

对比班和其他班最多 2 种
。

有一道几何题各班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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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类似的
,

实验班有+9 人做对
,

而其他三个班加起来都不到托人
。

可见实验班的求异思

惟远远超过其他班
。

这些例子都说明自学不仅不会影响思堆的灵活性
。

反而发展了他们的求异思谁
。

原

因是许多题都是学生自己学会
、

自己钻研弄懂的
,

同时
,

自学能力提高了
,

有时 间 看 参考

书
,

知识广了
,

独立思考训练多了
,

思淮自
5

然比较灵活
。

9
5

基础较差的初中学生是否能自学 : 有人说
7

重点学校
、

各院校附中的学生 基 础

较好而且多数是知识分子的子女
,

回家后爸妈还可以教他们
,

这些学校搞自学实验是可以

的
。

非重点校
,

特别是工农子女
、

市民子女多的学校就很难搞 自学班
。

这个意见很 含 蓄
,

实质
Φ Φ

匕是否定初 中阶段学生能自学的
。

我们说
,

只要教材步子适当
,

老师有组织 能 力
,

工

农子女
、

市民子女多的班也能搞 自学‘

惠州四中工人子女和市民子弟特别多
,

兰靛厂 中学的工农子女特别多
,

但因这两位老

师都有组织能力
,

课堂纪律好
,

学生都埋头苦干地去进行自乳 这种学校与实验班对比班

的成绩差异远远超过重点校
。

当然也有失败的例子
。

例如−+ 届的北京 Ξ 米 中是一所郊区

农村学校
,

生产队的农副业收入很好
,

一些学生无学匀动机
,

再加上家长又不重视子 女 的

灾化学习
,

所以班中学生经常转出转进
,

老师虽认真负责
。

但对这种现象也无可 奈何
。

这

种失败只是极个别的例子
,

也有的是因为老师维持不住课堂纪律
、

调动不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所致
。

这类学校进行自学辅导教学
,

对老师方面就要求他们具有一定的组织 能 力
。

;
5

自学对基础好的学生是否有利 : 我们的自学辅导教学实验
,

不是无师自通
,

以学

生自学为主是在教师指导辅导下进行的
。

学生学会了 自学的方法和习债
,

提高了自学 能

力
,

不仅能自学我们编写的自学辅导教材
,

而且也能博览群书
,

向纵深发展‘ 在课 内 课 外

教师不但能辅导差生
,

而且能指导优生进丫步提高
。

因此利用 自学辅导教学的方法
,

有利

于发现和培养突出人材
。

从表 ; 可以看见
,

北京钢铁学院附中−4 届一年级四个班数学竞赛获奖的 − 名学 生 中

买验班占 ; 名
,

受表扬的 9 名学生全是实验班的
8 到初二时再次进行数学竞赛

,

四个 班 共

取 + ,名
,

实验班占+ +名
。

在该校的−+ 届 ; 个班数学竞赛获得奖的+ 2名学生中
,

实验班占 ;

名
8
在这班中有一个学生曹志军参加北京市全市的数学 比赛获一等奖 /二等奖共 ; 人 0

,

打

破了钢院附中的记录
。

该生入学时在班中数学是第 +4 名的
。

参加 自学辅导教学实验班后
,

由于教材能自学
,

学会了自学的方法
,

培养了 自学能力和 习惯
,

对数学产生 了 浓厚 的 兴

趣
。

在老师的指导下
,

阅读参考了大量的数学书刊和其他学科的书刊
。

他现在不仅 数 学

好
,

而且其他的学科也好
。

广东惠阳县举行全县初中一年级数学竞赛
,

每班派 9 名代表参

加
, ,

总计 2 4; 人
。

惠阳高中附设初中一年级的实验班参加竞赛的 9 名学生都在获奖的前 −

名内
,

有 2 名满分的获一等奖
,

有 + 名获二等奖
,

有一名获三等奖
。

广州全市初 中数 学 竞

赛
,

广州执信中学的实验班黄健荣获一等奖 的第一名
,

+ 人获三等奖
。

‘

武汉实验学校初二

全年级 个班数学竞赛
,

获奖人数 + 9名
,

而实验班占+ +名
,

武汉市江南片数学竟赛
,

一等奖

共 ; 名
,

而第奴 1
、

2名都是华中师院一附中实验班 的
,

二等奖共 +9 名
,

实验 班 占 1 名
,

三等

奖也占 + 名
,

北京海淀区数学竞赛
,

’

全区 − 名获奖
,

一等奖 1 名全是人大附中实验班的
,

三

等奖也有 + 名是该校实验班的
,

而表扬的共 +2 名
,

该校实验班占 9 名
。

从各校的数学比赛结果来看
,

自学辅导教学培养优生大大优于传统教学的 方 法
。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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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级数学竞赛中实验班学生成绩汇总

获数邃验人
洲

实奖
届数 Μ 实 验 学 校 数学竞赛类别

Μ参力
口班

Μ或 人
鑫⋯

“奖人“

表扬 9 名全是实验班的
抖一−一六」

∃!工通!)

北京钢院附中

北京钢院附中

北京钢院附中

北京钢院附中

校内一年级竞赛

校内二年级竞赛

校内一年级竞赛

全北京市竞赛
·

校内一年级竞赛

校内一年级竞赛

全省竞赛
&

全广州市竞赛

 个班

 个班

4 个班

一等奖 4 打破该校历史记录

北京广渠门中学

天津五十五中

广西柳州二中

广州执信中学

广州市六 中

华南师大附中

南昌十一中

河南信阳五中

一东惠阳高中
附设初中部

 个班

# 个班 ) Ε ∗

全省第 了名
柳州市甲等奖

‘万;

司
上2匕,曰廿的2乙
!工

6# ∗年7
全广州市

6# ∗年 7

全广州市
6# ∗年 7

竞赛

竞赛

升高中考试是柳州市唯一的满分
者

。

) 名获全市一等奖中的第 ) 名
,

)名获全市三等奖

, 名都是二等奖

) 名获一等奖

校内一年级竞赛

信阳市竞赛

全县初一竞赛 ∗ ∀ 4名 前 #名 中

实验只派 ∗ 名参加比赛
,

有 , 名
获奖

∗ 名获一等奖
、

) 名二等奖
、

) 名

三等奖6共 + 人7

华中师院一附中 武汉市江南片
一等
二等
三等

奖 + 名
奖)+ 名
奖

往∗ 名都是实验的

全名名;名,有+

勺22八卜(2−
卜=−甲‘

通
生勺乙祖%‘上武汉实验学校

河南信阳五中

人民大学附中

河北保定十七中

贵阳九中

湖北均县一中

校内竞赛

校内初二级竞赛

北京海淀区竞赛

校内竞赛

校内竞赛

校内竞赛
/

 个班

 个班

前∗名的4名中有连名是实验班的

Α⋯
;

;;
;Φ:;

ΑΦ:
!ΦΦΦ:;
!
!Φ:!Φ:

;
Φ:角

Γ
口ΓΦ:Φ:Φ:
;

Φ:ΑΦ:
;
!!

⋯22;;;
!二2”22(”2甘习旧,
一,且,工,工,上引

(
加丫
甲
嘴(0曰0−Η−0−0−口−ΙΗ−ϑΗΗ−2改(25

一等奖
奖也
班占

实验 ,

是实验班的
,

三 等
,

表扬共 )∗ 名
,

实验

# 个班

4 个班

 个班

个班共占)) 名

第)
、

, 、 ∗
、

+
、

∋名全是实验班的

校内竟赛 实验班占 # 名

)几通‘2)∀人人人
江苏南通一巾 4 个班

一等奖 ∗

二等奖 +

三等奖 丫

砚上今白,目,自夕Κ,曰衬(及−Η0−0−−六4

。,

⋯
匕京一月

“

校内竟赛 # 个班

因是在自学辅导教学中学生学会了自学方法
,

培养了自学能力
、

自信心和 自学 习 惯
,

可 以

博览群书
,

提高了思惟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

从而也提高了创造思淮的能力
。

四
、

结 论

)
!

这一推广周期的实验绝大多数实验班获得成功
。

实验也证明
,

自学
·

辅导教 学 是

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
,

它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
,

受到教育工作者的欢迎
。

,
!

自学辅导教学在学业成绩
、

自学能力成长和自学能力迁移这三种效果都优 于 传

统教学
,

加速了学生自学能力成长
、

自学能力迁移和自学 习惯形成
。

利用数学单科进行 自

学辅导教学实验
,

不仅没有干扰其它学科的学 习
,

反而促进了各学科全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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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届的进一步扩大实验的效果也证明了−4 届实验所取得的结果是可 靠 的
。

5

自学辅导教学可以减轻学生的负担
,

减少老师批改作业的低效劳动
,

有时间钻研

业务
,

使工作智力化
,

备课又备人
,

以致指导辅导有的放矢
,

真正达到因材施教
。

9
5

自学辅导教学不是无师自通
,

效果的取得 与教师的指导辅导分不开
。

保持 班 级

教育与个别化相结合的形式有利于培养学生集体主义思想
、

互帮互学
、

互助协作的社会主

义道德以及充分发挥个人的才智
。

;
5

在 能维持课堂纪律的较差的学校中也能进行自学辅导教学
,

他们的实验班 与 对

比班的差异往往比中上学校的差异更为显著
,

自学能力成长及其迁移亦然
。

但是也 有 失

败的例子
,

失败 的主要原因是老师缺乏组织管理能力
。

了
5

自学辅导教学有利于培养优等生
,

能发展他们的才智
,

容易出尖子
。

在数学竞赛

中
,

大多数实验班学生都能获得较多名次
,

这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

−
5

自学辅导教学的效果优于程序教学
,

不亚于美欧盛为流行的凯勒制的个别 化 教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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