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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本身就需要理性对待

———“让理科学习更理性”之五

保志明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２１０００３)

　　一、那么重要的学习为什么那么让人烦?

身为教师,近些年常听到家长的抱怨是:

“我在家一提学习,孩子就嫌我烦.”学生的抱

怨是:“我 妈 妈 一 开 口 就 谈 学 习,真 是 烦 死

了!”“作业和考试那么多,什么时候能不学习

就好了.”看来,“学习”这一话题很容易导致

亲子冲突.

真能不学习吗? 其实,我们今天的所有

人都是会学习的祖先的后代,因为那些不会

学习的已经在长期的生物进化进程中消失

了.可以说,学习是人类的本能.

如今,“学习”一词更是被全社会高度重

视:终身学习、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学习

型家庭、学习共同体、学习强国等概念高频地

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可以说,“学习”这件

事相当重要,它关系到个人发展、家庭幸福、

国家富强

这么重要的学习,按理说怎么谈都不过

分,可为何那么让学生“烦”呢? 问题可能出

在“学习”的含义被大大地窄化了.

首先是内容的窄化:教科书上的、考试

(尤其是高考)要考的变成了“正宗的”学习内

容;其他如小说、电影等被视为课外“读”物,

甚至被当作精神“毒”物.当然,如今越来越

多的家长认识到开阔眼界的重要性,会给孩

子安排假期旅游、夏令营等活动.

还有一种不易被察觉的窄化是学习方式

的窄化,即学习方式渐渐变得单一:听课、阅

读、做练习、纸笔测试、订正错题成为流行的、

主导的学习方式,无论在学校还是家里,无论

学期中还是假期中.

这些学习方式的确有它的合理性———有

助于高效地输入信息,并通过检验与强化来

进一步落实信息输入的准确性.说得通俗一

点,就是有助于记住知识、写出标准答案、考

出好分数.

不过,凡事都得有个度,过犹不及.上述

学习方式用过头了,要出好成绩也难.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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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兴趣没了.长期采用单一的学习方式,

会令人感到乏味,不利于学生发挥自身的主

观能动性,会阻碍他们充满激情地将“学习”

这件事做好.二是因为脑子养懒了.在“听

课—做练习—纸笔测试”的学习过程中,学习

框架通常被限制得很死板,学习任务过于细

碎.在完成这些缺乏弹性的学习任务过程

中,学生渐渐形成了“你布置,我完成”“你讲,

我听”的“指哪打哪”式的学习习惯,思维渐渐

懒惰与僵化.

二、如何理性地对待学习?

所有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学习

时游刃有余,能当个“学霸”;尤其是新学段开

始的时候,更希望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

上”.但是,采取的做法往往过于简单粗暴.

他们的眼光只盯在学习内容上,简单地认

为孩子只要在暑假提前学习了这些内容,开学

后便不至于落后,甚至可能领先.于是,采取

的做法往往就是在暑假把孩子送进衔接班提

前学.而衔接班的学习方式基本上都是班级

授课式———听老师讲、做练习、考试等等.这

些与学校课堂的学习方式接近.实际情况可

能还更单一 ———衔接班会省略物理、化学、生

物这些自然科学学科非常强调的实验,既没有

演示实验,更别提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了.另

外,衔 接 班 的 课 程 安 排 往 往 强 度 高、进 度

快———一个月时间,可能一个学期的课都上完

了.但这仅仅是教师“上完了”,并不等同于学

生“学完了”,更不等同于学生“学好了”.

学习有其自身的节奏和规律.国家课程

规定的时间节奏有其合理性.过快、过密地

进行信息输入,往往违背学生的认知特点,

容易磨灭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导致学生

自以为是(自认为都学会了,从而学习积极性

降低).

未来社会十分复杂,充满不确定性.考

出好分数只是基本要求,我们还希望孩子身

心健康、实践能力强,善交流、会合作、有创新

等.这些未来社会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从哪里来呢? 还必须通过学习.不仅学习

知识,还得学习如何学习.美国心理学家卡

尔罗杰斯在«自由学习»一书说:“只有学会

了如何学习、如何适应、如何改变,才能了解

到没有任何知识是确定的,只有获取知识的

能力可以为我们带来安全感.具备了这种能

力的人才是受过教育的人.”人类的学习能力

是与生俱来的,但也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加以

提升.

三、理性地帮助学习的有效方法———让

学习方式多样化

学校是专业帮助学生学习和学会学习的

地方.正如我们不可能在岸上学会游泳一

样,我们不可能在没有充分体验的情况下学

会如何学习.因此,提供多样化的学习体验

就是学校专业性的工作.

项目式学习就是一种不同于平常课堂学

习的学习方式.它通过组成学习团队,共同

完成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来促进学生学习品

质的提升.

而培养学生优秀的学习品质是帮助学生

学会学习的基本逻辑.良好的思维习惯、团

队合作精神、对新环境的认同感等都是影响

学习效果的重要学习品质.

基于此,我校为２０１９级新生设计了“科

学盒子”项目式学习活动,希望他们的高中生

活从“玩”科学开始.

“科学盒子”是一款探究性学具集成包,

基于精心研发的科学课题,打造学生专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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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微型实验室.每套“科学盒子”都有配

套的线上课程和特制学具.

学生随录取通知书领到“科学盒子”时,

即被分配到一个由４名学生组成的课题组.

暑假里,学生进入搭建完善的在线学习平台,

通过观看教学视频,学习课题相关的知识和

实验操作技能,完成课题探究.新学期开始

后,我们会对学生的课题研究成果(科学海

报、答辩PPT、论文、实验照片等)进行评选,

对每个课题优选一组学生进行成果汇报,参

加现场答辩.

“科学盒子”安排在暑假,因为这是个长

作业,前后持续近一个月.与开学后常见的

短作业不同,“科学盒子”还有一些附加功能:

首先,需要学生自己做计划、做安排.其次,

需要学生通过较长时间的观察,收集材料,提

出问题,提炼结论.很多学生并不只是解决

了问题,而是进一步提出了问题.最后,带给

学生成就感.学生自己去调研、去设计,经历

了失败,也体验了成功,遇到了麻烦,也解决

了问题,从中收获自信,并希望朝这个方向继

续努力.

目前,“科学盒子”涉及１０个课题:不同

环境下空气微生物的差异性探究,小液流法

探究植物水势的影响因素,DNA 提取方法及

PCR技术初探,百里香对动植物的化感作用

研究,不同制作工艺对泡腾片性能的影响探

究,常见饮用水水质检测及硬水软化探究,风

轮设计对风力发电机发电性能的影响探究,

液压传动机的制作及其性能影响因素探究,

桥梁选型与造型对其承重能力的影响探究,

住宅间距对室内有效日照时间的影响探究.

这些课题都超出了高一新生的知识储备,也

不直接指向高考.学生做下来,也许还有不

少粗糙、稚嫩之处.但是,结果远没有过程重

要,我们期盼的是学生通过这样一个学习过

程,提升学习品质.

“植物水势”“PCR 技术”“化感作用”“风

轮设计”“液压传动”这些名词听上去就“不明

觉厉”,怎么弄明白呢? 看书、网络搜索、看视

频、请教老师、同学讨论等,各种手段都得试

一下.课题是要小组合作的,伙伴在哪里?

都是新生,彼此不认识,得想办法接上头啊.

课题进展要汇报,还得图文并茂,那“美篇”

(一款图文编辑工具)怎么用? 排版怎么弄?

怎么才能插入视频? 怎么才能添上字幕? 到

处都是难事,到处都是对自身知识储备和能

力的挑战.这么复杂的事,我校 ２０１９ 级的

７００多名学生却兴致勃勃地做下来了! 他们

不仅仅学到了知识,还收获了科学研究的方

法、解决困难的途径、合作交流的愉悦,最重

要的是收获了自信:不会的事情没有什么可

怕的,我可以把它变成会的!

这就是项目式学习的魅力.

寒暑假,学生的自主时间较多,正是进行

项目式学习的良好时机,它可以为开学后的

各科学习做好思维与方法上的准备.而这也

是学校专业化设计的成果.学校的这些“设

计”,都是在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学习,帮助学

生体验多样化的学习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