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实验扩大研究结果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卢仲衡 

编者按： 

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实验，从 65年首次提出，已进行了近二十年。十年内乱期间 

曾两度中断。从8O年开始又分作三个周期进行实验研究，实验的内容和方法逐步 

改进，实验的班级逐年增多。现在第一周期的扩大实验已经结束，第二、第三周期还 

在继续进行，效果都是好的。本刊就这一实验发表过 多篇文章，以推动教学实验研究。 

现将第一周期的实验及其进一步扩大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供读者参考。 

一

、 国外自学实验与我们自学实验的比较 

=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知识日新月异，科学技术 

突飞猛进，人们就要求加速获得知识，培养能力，特别 

是自学能力。有了自学能力，无论知识陈旧周 期如何 

缩短，科学技术综合化的洪流如何迅速奔腾，仍能运用 

自学能力迎头赶上。可是要迅速获 得知 识和自学能 

力，利用传统的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很难达到此 目的。 

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就被迫起来进行教学改革，掀 起 

了向传统教育挑战的热潮。1954年，美国心理学家斯 

金纳为了反对以教师为主体而学生只是被动接 受知识 

的教学方法，利用他从动物身上所发现的小步 子和及 

时强化这两条学习原则来编写程序教材，使学习者 能 

自学。这种学习方法，由他命名为程序教学。程 序教 

学五十年末，六十年代初在欧美各 国试验非常广泛，甚 

至有些报纸把它誉为“第二次产业革命”。 

我 国在 1963年由科 学院心 理所 集中一个 研究室 的 

力量对中小学数学、语文和英语进行程序教学的研究， 

1964年正式在班级中进行试验，发现程序教学有它可 

取之处。这就是利用心理学原则来编 写真正能自学的 

教材，把学习者从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变为 主动学习。 

这样有利于调动学生的主动积极性。但是利 用小步子 

编写的教材，一方面学习者不要动脑筋或少 动 脑筋就 

学完了教材，会妨碍思维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会造成 

教材的篇幅浩大、繁琐冗长，难于复习和查阅，教师无 

法起指导、辅导作用，甚至有企图排斥教师的作用的。 

我们重复程序教学实验到 1965年，因为没有获得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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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而 中途天折 了。 

1965年下半年，我们在总结前两年重复实验欧美 

的“程序教学”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在这一段时间内 

所取得的经验教训，首次提出利用九条心理学原则 来 

编写三个本子(一本课本、一本练习本、一本答案本，现 

已把答案本附在课本后面，增加了一个测验本)的自学 

(1)从 80年秋开始扩大进行的 “中学数学自学辅导数学 

实验”已完成了从初一到初三的一个完整周期。参加这一周 

期实验的协作单位及其负责人有：广东省教育厅(郭鸿)，北京 

海淀区教育局(张士充)，北京崇文区教育局 (张德英、郭麟)， 

天津市中小学教育教研室 (郭菊英)，长春市教育学院 (朱英 

民)，广西柳州市教师进修学校(胡建良)，辽宁黑山北关实验 

学校 (郝世檀)，黑龙江尚志县教育科(金祥风)。本文还采用 

了81届、和 82届部分学校实验班的实验研究资料，特 此致 

谢。 

(2)参加实验工作的人员及教师有：卢仲衡、金祥风、昊 

瑞华、王兴华、宋同牮、高书元、吴琼，冯丽华(中国科学 院心理 

研究所)，叶咏嫦(广东省实验学校)、苏佩芳 (华南师大附中) 

陈国瑷(广州市执信中学)，袁永贤、黄韶生(广州市六中)，温 

妙才(广州市十四中)，夏俊娟 (广东南海石门中学)，刘碧兰 

(广东惠州市第四中学)；何世平(北京钢铁学院附中)，王学贞 

(北京兰靛厂中学)，梁慧中(北京花园村中学)}贺谷民(北京 

广渠门中学)，王兰凤(北京十一中)；张淑钰(天津四十一中)； 

华树青(吉林省实验学校)；董惠云(长春市八中)；林冠华(广 

西柳州市二中)，麦志超(广西贺县二中)；刘静芝 (辽宁黑山北 

关实验学校)；龙惠德(黑龙江尚志县一中)，于庸久、南信子 

(黑龙江尚志县四中)。 



进行试验。 在老师指导 辅导下，学生利用这 三个本子 

进行自学、自练和自批作业。在一般的课堂上，老师要 

保证学生有 35分钟左右ca学时间，在这自学 时间内， 
一

般不打断学生的思路。65年下半年进行预试，1966 

年初在北京女六中和西四中学 进行正式实验。女六中 

设有三本教学两个班、程序教学一个班和常规 教学三 

个 班；在 西四中学设有三本教学两个班和 常规教学两 

个班。试验结果，三本教学效果最好，常规教学次之， 

程序教学最差。师生几乎都赞成三本教学，反对 程序 

教学。从此我们决定不再研究 程序教学，专门研究三 

本教学了。～这研究 由于十年内乱而两度中断。 

在我国的十年内乱期间，美国又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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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ler pl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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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实验的结果： 

Cooper and Greiner(1971)进行的个别化教学 

的实验组与控 制组 的成 绩的 比是 53．17：45．OO，差 

异是8．17。Sheppard and MacDerand(1970)的实 

验组与控制组的成绩的比是 73．1：66．8；差异是 6．3。 

McMichael and Corey(1969)的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成 

绩的比是 40：34，差异是 6。 Morris and Kimbrell 

(1971)的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成绩的比是 28．5：23．5，差 

异是 5。在个别化课程的研究报告中，很少注 意材料 

的长时回忆或保持的结果。关于个别化的长时 记忆的 

对比研究，只有Cooper and Greiner(1971)提供过研 

究材料。他们在课程结束后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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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的差异 

显然有某些缩小，但仍能达到显著的比较水平。 

1973年， 我们在北 京一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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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七二 中的实验班 (I)与对 比班 (I) 的学习成绩的比是 

91．6分：79．3分，差异是 14．8分，实验班(II)与对比班 

(II)的成绩比是82．3分：69．3分，差异是 13．4分。三 

中的实验班(I)与对比班(I)的学习成绩比是 85．2分： 

79．3分，差异是 5．9分；实验班(II)与对比班(ID的比 

是 85分：74分，差异是 11分。我们在一七二中也进行 

过长时回忆或保存的测验。实验班与对 比班第一次测 

验 成绩的 比是 93．3分 ：83分，差异 是 10．3分；经 过 2O 

天的回忆测验成绩的比是 93．3分：82．6分，差异是10．6 

分；经过 6个月的回忆测验成绩的比是 86．8分：71．3 

分，差异是 15．5分。 

从凯勒制的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异与我们 的三本 

教学班和对比班的差异来看，我们三本教学所获得的 

差异比凯勒制所获得差异大。在6个月左右 的回忆测 

验，他们的实验组与控制组回忆的学习材料的差 异在 

缩小，而我们的实验班与对比班的回忆的学 习材料的 

差异在扩大。 

我们除开比较学业成绩和遗忘 速率外，还对ca学 

思维能 力成长进行过比较研究。 在北京三中学 习一年 

半时用将要学到的教材来进行自学能力 成长 的测验。 

测验结果，实验班平均做对题数为 35。5题，对比班平 

均做对题数 17．5题，即实验班做对题数比对比班多 1 

倍左右。可见用三本教学的方法可以加速学生 的自学 

能力的成长。 

1978、1979年在一七二中和三中再次重复了这实 

验，亦获得了类似的结果。1980年上半年在广州、黑龙 

江 尚志县和辽宁黑 山北关实验学校再次 重 复 这 实验， 

也获得类似的结果。因此这实验迅速地在扩 大，被许 

多教育工作者誉为有强大生命力的研究。 

=、推广性的实验研究方法和结果 

(一)实验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1．实验的对象是优中差各类学校的初 中 一年级 

到三年级学生。1980年秋开始在七省市 23个班进行推 

广性的实验；1981年增加了77个班；1982年又增加了 

7O个班。(没有对比班的实验班，一律不作统计。这次 

总结是以8O届的 23个班为主的。) 

2．实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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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班 

学生在老师指导辅导下以学生自学为主，对比班是采 

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自然实验法得来的资 料可能 

不够准确，往往需要采用实验室实验法做 补充。要获 

得更可靠的教学实验的资料，必须经过大面 积的实验 

和反复多次的重复。 

实验班采用的数学自学教材是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 

究所卢仲衡主编的“三个 本子”(课本、练 习本和 测验 

本)。对比班所采用的教材是人教社教材，按照人教社 

的指导参 考书进行教学 或根据 老师独创的 经验去进行 

教学。实验班的实验如何进行?实验班老师的 任务是 

什么?请看《教育研究M982年第 l1期《怎样进行 ca学 

辅导教学实验》一文。 

(二)80届开始进行三年的实验结果 

． 自学辅导教学实验的成败主要决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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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全面发展。前后十八年的实验只有从 8O届 

入学的学生才有做完三年实验的，这 四个 指标才 有完 

全的材料。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七省市 23个 班 的 实 

验结果。 

I．学业成绩 

七省市23个实验班在做完一学期实验后，81年春 

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经验交流会。心理所所长潘菽在 大 

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参加协作实验的领导、教 

师、家长和学生大都经历从怀疑到坚持要求自学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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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8O届学业成绩差异表(实验班平均减对比班平均) 

入 初一上学期 初一下学期 初 二 初 二 初 三 升 
学校 学 上学期 下举期 上学期 

学 
初 第 第 期 第 期 第 第 期 第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班) 

一  中 —_ 柬 由 柬 中 柬 中 柬 由 柬 考 成 
一 考 = 考 五 六 考 七 考 考 考 绩 _—● 考 考 考 考 

试 宣 宣 试 壶 试 盘 壹 试 章 试 试 试 试 试 试 试 

● ● ● ● ● ● ● ● 

十一中 1．1 3．8 ．1．2 1 13．3 5．1 —1．5 O．7 15．8 7．5 2．4 7．6 8．5 14．4 1．7 1．9 一O．3 

广渠门 ● ● 
中学 一4 5．7 —2．5 一O．2 2．8 O．7 6．9 —3．2 1．4 0．8 O．7 4．6 一1．2 O．9 0．1 —3．5 2．2 

} 

钢院 ● ● ●● ● ● ● ● ● ● ● ● 
附中 0．6 3．4 2．6 4．5 8．3 6．6 8．4 10．2 3．6 8 5．5 10．5 7．3 I．6 8．9 1．5 4．8 

兰靛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学 一0．3 7．1 5．9 5．8 23．2 20．2 lI．5 18．6 1．6 27．7 2O．7 18．5 18 3j．7 24．6 26．2 39．1 16．8 

花园村 ● ● ● ● ● ● ● ● ● ● 
中学 3 6．6 10．6 2O．6 6．8 36．2 23．5 8．7 3 

省实验 ● ●● -● ● ● ● ● ● 
中学 一3．3 —3 5．1 2．7 7．? 1．9 0．5 l1．9 3．5 9．5 7．0 15．3 

广州十 ’● ● ● ●● ● ●● ●● ● ● 
四中 2．5 2．7 10．2 3．6 8．7 5 9．7 4．2 6．5 3．5 7．3 1．3 11．2 l8．5 7 9 11 (15％) 

华师 ● ● ● ● ● ● ● ● ● 
附中 O．3 —1．7 3．2 O．2 8．3 3．7 5．4 5．7 8．3 5．9 1．5 O．2 3．1 2 8．1 3．6 —3．4 (21％) 

执信 ● ● ●● 
中学 2．3 —4 o．5 一o．S 9．9 1．4 2．3 一o．2 24．1 (12％) 

石门 ● ● ● ● ● ● ● ● 
中学 4．5 一O．9 1．6 3．4 4．5 2．5 4．6 7．6 4．4 6．6 2．9 3．6 O．7 5．5 22．6 0．6 4．1 1．4 

惠州 ● ● -● ● ● ●● ●● ●● ● ● ● ● ● ● ● ● ● 
四中 一1．S 9．8 15．4 6．2 29 7．1 8 18 1．9 1 ．7 I8．6 4．7 l0．2 l2．5 13．1 18．6 24．3 19．4 

广州六 ● ● ● ● ● ● ● 
中 (1) 一1 4．9 --4．1 10．7 5．5 3．5 3．4 8．9 4．9 一1．2 一1．8 —1．8 (一8．3％) 

× × × ● ● ● ● 

中 ——0．9 一8．6 1．1 —4．1 1．5 —4．3 2．8 —2．7 一1O 一3．3 —4．9 一7．O 一6．5 (一8 3％) 
‘  

省实验 ● ● ● ● ● ● 
学 校 4．7 2．3 0．8 —0．9 一1．2 4．8 1．6 l3．5 15．0 1．1 0．2 ——0．3 0．1 —0．6 一O．6 0．2 

} 

长春 ● ● ● ● ● ● ● ● ● ● ● ●● ●● ● 
八中 6．7 8．3 5．8 l2．5 4．3 1．8 9．7 15．5 9．1 l0．1 1 1．9 1O．3 5．9 8．2 2．2 9．4 

黑 山北 ● ● ● ● ● ● ● ● ● ● ● ● ● 
关学校 ——0．9 17．4 2．3 5．6 17．3 15．3 8．3 3．7 12．3 7．4 3．1 l7．6 9．2 —1 4．5 1．4 

r 

尚志 ● ● ● ●● ●● ● ● ● ● ● ● ● ● ●● ● ● ● ● ● ● 
四中 ～3．2 23．7 8．1 32．8 28．6 25 30 18．3 ≯8．6 34．1 22．5 30 1d．7 12．7 12．8 1O．8 

— —  

尚志 ● ● ● ●O ● ● ● ● ● ●● ● ● ● ● ● 
一 由 O．3 5．5 13．2 9．3 7．8 5．5 6．4 l 3 8．3 5．1 5 9 7．6 11．9 1．2 8．6 

柳州 —— ● ● ● ● ● ● ● —— ●● ● ● ●● 
二中 L O5 一4．6 0．8 7．8 7．1 1．6 0．33 6．0 —2 3．52 一1．4 L 3 4．6 8．0 0．98 10 6

． 09 

贺县 ● ● ● 
二中 一1．7 —3．8 —3．8 一1．2 l_5 3．2 2．7 1．5 6．8 0．8 3．5 i．2 —0．1 0．4 0 2．5 5 6．4 

柳铁 
— — 由 1．6 3 ——i．0 — 1 3．2 5．2 2．5 1．4 — 2 

四十 ● ● ● ● ● ● ● ● ● ● ● ● ● ● ● ● ●● 
一 中 一8．0 1．8 5．2 2．4 7．1 2．4 8．0 1．9 14．9 8 13．9 l5．1 l6．9 8．7 22．8 l8．7 18．6 19．2 

五十 ● ● ● ● ● ● ● 
五中 一O．7 4．1 9．2 6．9 9．9 18．5 8．6 2．3 

· 表示P<O．05，··表示 P<O．O1，( )内的表示重点高中录取率之蔗。 



[表 2] 

80届数学自学能力成长及其迁移、升学考试各科成绩差异表 

(实验班平均减对比班平均) 

数学自学能力成长 自学能力迁移 升学考试各科成绩 童率 高 之 
省 点之 学 校 中 差 

(班)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高差 录 
别 —— 二 三 二 三 = 语 政 外 物 化 由 

年 年 年 物 物 语 文 治 语 理 学 蠡乏 肇墓 理 理 文 
● ● ●  ●  

十一中 2．9 11．8 5．7 5．7 4 6。2 —2．4 4．0 

● 北 广渠门中学 2
． 3 2．1 — 1．6 0．6 一 8．7 0．2 一 O．3 

● - ●  ●  ● ●  ● 

钢院附中 4．3 12．3 8．1 15．9 4．8 O．2 7．7 1．5 O．6 6 

● ● ● ● ● ● ● ● 京 兰靛厂中学 25
． 5 27．6 6．5 4．6 4．2 7．1 6．6 8．9 6．2 11．4 15．7 

●  ●  

花园村中学 19．8 3．7 

● ● 

省实验中学 11 2 30 

●  ● 

广州十四中 18．5 15 9 

广 华师附中 3
． 5 2．8 4．4 3．7 0．1 2．1 0 

● ● 

} 

执信中学 7．1 6．9 12 O．2 

● 

L 

石门中学 3．4 6．7 2．7 5．2 6．1 9．1 3．5 3．5 O 15．6 

● ● ● ● ● ● ● ● ● ● ● ● ● ● 

东 惠州四中 19．2 22 11．O 19．5 6．0 7．2 6．1 16．1 15．3 8．4 14．8 15．7 9．3 

●  

广州六中 (1) 5．8 —8．3 O 

× × × 中 2 —8．3 O 

● 

吉 省实验中学 7．8 2．6 4．2 4．1 3．O 一0．9 —1．6 4．6 0 

林 ● ● 长春八中 5
． 9 1 2 5．1 3．1 5．4 4．2 2．8 

● ● ● ● 

辽 宁 黑山北关校 14．8 19 3．5 0 8．6 

黑 尚志四中 ● ● ● ● ● ● ● ● ● ● ● ●● ● ● 14
． 5 6．2 5．4 3．5 15．1 4．9 11．9 5．8 11 14．5 2．5 0 

龙 
江 ● ● ● ● ● 尚志

一 中 8．5 7．5 7 2．1 13．9 —4．7 1．2 —1．9 —3．2 —1．8 O 

柳州二中 ● ● ● ● ● ● ● 
广 9．82 1．89 3．4 2．3 8．2 1O．9 l0．5 15．5 2．4 

贺县二中 一4 5 ·3．9 6．3 1．4 4．5 3．4 3．4 10．1 

西 
柳铁一中 

● ●  ● ● ● 

天 四十一中 17．1 31 11 4．1 ——1 —2．3 一1．2 —2．5 —2．3 —2．2 5．12 一1．8 

津 ●● 五十五中 14
． 0 

※自学能力成长和迁移分数不是百分制，而是自作练习题的对题数平均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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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过程。他们绝大多数都认为自学实验富有生命力．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在这报告中还把这种自学 方 

式定名为自学辅导教学，从此沿用此名。 

从这次经验交流会之后，坚持做完三年实验 的就 

有2O个班，只有 3个班是中途停止的。从表 1的成绩 

可以看出，北京花园村中学和天津五十五中的成绩都大 

大地优于对 比班，多次测验的差异都达到显著水平；柳 

州铁一 中的成绩也 高于对 比班。他 们不继续 做完三年 

实验的原因是实验班老师长期 生病或领导易人。从表 

l可以看出，在 连续做完三年的 2O个实验班 中，学业 

成绩大大地优于对比班，并达到显著或非常显著水 平 

就有 11个班；成绩略优于或相当于对比班水平的有 8 

个班；与对比班之差多次有负值并达到差异 的显著性 

的只有 1个 班。 

初 中毕业升高中的各科考试都是各省市或县 的教 

育局统一命题、统一评分的。在2O个实验班中，只有3个 

班的数学成绩低于对比班的，差异是不大的。从表1可 

以看到：北京十一中除第五章测验成绩比对比班 低 1．5 

分之外，各次测验都 高于对 比班，有 7次达到差异的显 

著水平，而这次升学考试只差 0．3分，可以说是偶然的。 

广州六中的实验(1)，各次测验都不错，实验(2)的各次 

测验几乎都比对比班差，这班课堂纪律较差，老师有进 

修任务，这次升学的百分数是把这 两个班的平均分与全 

年级的平均分进行对比，虽然数学分稍微低一点，但考 

上高中人数{，’是百分之百。在 20个实验班中，有 17个 

班的成绩高于对比班，而高出 1O分或 l2乡矗以上的就有 

9个班，差异是非常显著的。 

II． 自学能 力的成长 

从表 2可以看见，初一有 18个班做过 自学 能 力成 

长的实验，除广西贺县=中的自学能力成长不 如对比 

班外，其余 17 个实验班的 自学能 力成长都比对比 班 

强，共中有 1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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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的自学能力更强了，在 初一时不如对比班强的贺县 

二 中，在初二 时也优于对比班 了。初三还有 6个 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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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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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利用个别实验法来比较实验班 和对比班的阅 

读能力和解题的思维过程，看看他们对法则的 理解能 

力和表达能力(定性分析材料)。 

在北京的钢铁学院附中、十一中、广渠门中学、兰 

靛厂 中学四个学校的实验班和对比班各选取优、中、差 

学生一名，逐个进行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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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是检查学生是否基本了解法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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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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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程度 在遇有困难时，主试者可以给予提示。测验 

的结果是：①看书平均时间及做题平均时间，实验班与 

对比斑相当，并无差异。②对法则理解的深刻程度和语 

言表达水平，实验班都优于对比班。⑧对法则理解有困 

难并且表达不清楚的人数，实验班比对比班少。 

由此可 见，数 学 自学 能力成长， 不仅定 量分析材 

料证 明实验班优于对比班， 差异是显著的；而且定性 

分析材料也证明实验班也大大地优于对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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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迁移最早的学说是 官能说和形式训练说。官 

能说认为，注意力、想象力、推理力等是每个人都具有 

的官能。各种官能都是彼此分开的实体，因此， 可以 

当作一个单位来加以训练。形式训练说认为 某些学科 

可能具有训练某一种或某些官能的价值。如学 习拉丁 

文可以训练推理能力以及观察、比较和综合能力；学习 

数学可使一个人善于运用 自己的注意 力， 并会 加强和 

训练推理的能力。形式训练重视“形式”，“重视训练”． 

重视能力的迁移。首先反对能力可以迁移的是詹姆斯。 

他的实验得出的结论是，记忆能力不受训练的影响；记 

忆的改善不在于记忆能力的改善，而在于记忆 方法的 

改善。桑代克通过他的实验提出共 同要素说，只有当 

两种官能有相同要素时，一种官能的变化才 能改变另 
一

种官能。他 列举 了某些相 同要素，包 括 目的、观点、 

方法的观念，一般原则的观念和态度的观念等。贾德的 

概括化理论认为，只要一个人对他的经验进行了概括。 

那么从一个情境到另一个情境的迁移是可 以 完 成的。 

格式塔心理学家强调迁移概括化 理 论 中的另一元素， 

认为顿悟情境中的一切关系 是获得一般训练的根本东 

西。这 些三十 年代前 的理论 各 自强 调了一个 侧面。共 

同要素论强调的是客观刺激物问有无 共 同要素 的存 

在；概括化理论强调的是主体对已有的知识经 验的慨 

括；关系理论则可视为概括化理 论的补充。三十年代 

以后， 主要是研究影响迁 移的确切变 量， 即研究 了刺 

激、反应中，不同的相似性对迁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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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是利用自学的方法来促进 自学能力的 

迁移问题。 

从表 可以看见，l4个实验班做过物理迁移实验 

的都比对比班强，有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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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疑 移 实验 的有 6个 

班，实验班都比对比班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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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文科的迁 

移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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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化学好。在这些试验中其它学科的 成绩是否也提高 

较快抑或无影响呢?是否减轻了学生的负担呢?这些问 

题未引起实验者重视。搞某学科的 实验，不仅使某学 

科成绩好而且也要减轻学生这门学科 的负担，实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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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觉地占用了其它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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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学不好的学科就会加班加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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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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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实验的 真正效果。我们 

这个实验虽然经历过很久的时问，由于教材等 因素的 

影响，未经过各学科全面发展的总枪查这一关的考验。 

现在才第一次有 2O个班学完了三年，并闯过了升高中 

这一关，现在我们可以看看学科全面发展这一 个指标 

了。 

从表 2的升学考试各科成绩一 栏可以看见，除尚 

志一 中和天津四十一中多数学科都 不 如对比班 (差异 

多数不显著)外，其余各实验班几乎各学科都比对比班 

好。 

(三)81、82届开始进行实验的结果 

自学辅导教学实验是一种新的自学教材、教法、教 

学思想的试验，企图把以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方 

法、思想改变为以学生自学为主而教师起指 导作用的 

新 的教 法、教学思 想， 肯定 会使人产 生怀疑、甚至遭到 

强烈的反对。同时，试验新教材、教法、教学思想的实 

验周期是很长的，因而受到影响的因素是很多的，有些 

因素是难以预料和控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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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普及到全国各省有 170个实 验班。如果 

绝大部分都获得相似的效果，我们就应该 确信了。现已 

结束第一个周期(8o届的学生)，从前面已看到，获得了 

可喜的效果。8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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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届在 16个省市进 

行实验，增加了77个实验班，82届在 22个省市进行实 

验，又增加了7O个实验班 (有些学校利用这教材教法 

来提高学生的知识能力，不设对比班。无对比班的不 

列入此数字内)。由于班数多，很难全部列入表内。只 

能在重点校和普通学校各找一些与对比班好、中、差水 

平相 对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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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3可以看出，81届参加实 验 的班数有77个 

班，而重点校有 2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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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个班；如吉林实 

验学校等获得“中”类型结果的有 7个班；“差”类型结 

果，一个都没有。一般校有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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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个班；如内蒙一机=中获得 “中”类型 

结果的有 12个班；如北京某一中学中获得“差”类型结 

果的有 10班。在这 77个班中效果 好 的有48个 班，占 

62 ；效果中等的有 19个班占25％；效果差的有 1O个 

班占13 。这两届实验结果与8O届所获得 的实验结 

果几乎相同，共不同者是 8O届重点校有 1个 “差”类型 

结果，而一般校“差”类型结果 1个都没有；相反地，8O 

届一般学校 1个“差”类型结果的都没有，而 81届就有 

“1O”个差类型结果，占总班数的 13 。 

从表 3可以看出，82届的 7O个实验班与 81届的 

77个班所获得的实验结果几乎完全相同，其所不同者， 

82届的重点校和一般校都有 2个“差”类型结果 的班， 

占 3 ，但 82届“差”类型结果的班的百分数比8l届的 

低了。82届的实验结果可以把 8O届和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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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 是 极 个别 的现 

象。从 8O届、81届、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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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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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届、82届的自学能力成长和 

迁移 。 

从表 3还可以看见，无论初一或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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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自学能力迁移。 

三、讨论 

1．自学辅导教学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吗? 

传统教学是以教师传授知识为主 导思想，教师的 

主要精力在于讲授教材，学生的学习是 被动的、消极 

的。 因为学生的思维有快有慢、知识 基础 有好有差，所 

以在这种教学形式下思维敏捷而知 识基础好的学生早 

巳听懂，无事可千了；思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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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的，在教师指导辅导下以学生自学为主，主要运用 

视觉分析器，手脑著用，快者可快学，慢者可慢学、反复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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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自己钻研不懂的可以问老师或同学间低声地研讨， 

直到弄懂为止。学生能主动积极地 进行自学，而且快 

将下课时又能听到老师的提问、答疑和小结，这时主要 

运用听觉分析器了。这样的学习方式，既获得知识，又 

发展 了自学能力。学生王× ×很形 象地说：“过去上课 

老师讲得特别细腻，听烦了，总是盼着下课。现在自己 

细读课文，成绩提高到90分、100分。每节课总觉得自 

己的脑子、眼睛和手都相当紧张，好象 45分钟过得很 

快似的。”由此可见，自学辅导教学由于教材能 自学，并 

保证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获 

得良好的效果。 

2．基础较差的初中学生是否能自学? 

有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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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是否定初中阶段学生能自学的。我 

们说，只要教材步子适合．老师有组织能力，工农子女、 

市民子女多的班也能搞 自学。 

广东惠州第四中学和北京兰靛厂中学 学生来源都 

较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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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这种 

学校与对比班的成绩差异远远超过重 点校。学生来源 

较差 的学校也有失败的例子。但是失败的主 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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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老师 具有一 

定 的组织能 力。 

3．自学辅导教学对基础好的学生是否有利? 

历史上有不少 自学成材的人，华罗庚是 我国自学 

成材的突出例子。 自学成材并不是不 要 老师 的指导、 

鼓励与爱护。华罗庚如果没有他中学时代的 良师王维 

克的指导、鼓励与爱护，只靠他自己的天才与勤奋就很 

难成为著名的数学家。我们的自学辅导 教学实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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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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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能指导优生进一步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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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以数学比赛为例：北京钢铁学院附中80届一年 

级四个班数学竞赛获奖的 8名学生 中：实 验班占6名， 

受表扬的 5名学生全是实验班的I到初=时 再次进行 

数学竞赛，四个班共取 19名，实验班占 儿 名。在该校 

的 8l届6个班数学竞赛获得奖的 13名学生中，实验班 

6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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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共6人)，打破了钢院附中 

的记录。该生入学时在班中数学是第 1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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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他学科的书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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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名代表参加，总计 306人。惠阳高中附 设初 

中一年级实验班参加竞赛的 5名学生都在获 奖的前 8 

名内，有 3名满分的获一等奖，有 1名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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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获三等奖。武 

汉实验学校初=全年级 4个班数学竞赛，获奖人数 15 

名，而实验班占 11名。华中师院一附中实验班参加武 

汉市江南片数学竞赛，甲等奖共5名，而第 1、2、3名都 

是实验班的；乙等奖共 15名，实验班占2名；丙等奖也 

占1名。北京人民大学附中在海淀区数学 竞赛中， 8 

名获奖，一等奖 2名全是实验班的，三等奖 也有 1名是 

实验班的，而表扬的共 13名，实验班占5名。南昌十 
一 中，校内一年级数学竞赛，共取 1O名，共中6名是实 

验班的。共余的数学竞赛不赘述了。 

从各校的数学竞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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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 

能力，从而也提高了创造思维的能力。 

4．如何看待 自学中教师的作用呢? 

自学辅导教学与欧美的程序教学和共 它的个别化 

教学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我们认为在 自学中一定要 

发挥教师的指导、辅导作用。提倡自学目的 就想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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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如何辅导学生。了解备个学生的情况，真 

正做到了因材施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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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 

目前我们还无法编出几套教材来适应不 同类型学生的 

需要。这就要通过教师进行调节。 

5．有人怀疑自学班的学生对数学概念、公式和法 

则的理解不如老师教的理解深亥『J'是不是会吃夹生饭? 

我们认为概念、法则、公式和运算不一样。运算镨 

了，对过答案就明自，概念的理解有深有浅，甚至模糊 

不清也不一定能分辨出来。这个问题一开始 就引起了 

我们和实验班老师的注意。在学习新 的慨 念法则时， 

老师加强了辅导和提问。教师的提问所指的主 要是这 

部分内容。 

就道理来说，老师水平很高，说话动听，如果学生 

程度整齐的话，则老师教的概念、公式和法 则比较清 

楚。印象也比较深刻。实际上也存在着老师 讲的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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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自己学的理解得深刻的现象。但是具备 这样条件的 

班级比较少。一般来说，老师讲授时，学生有时注意会 

分散，一次没听清楚就不能再听到了。特别是思 维慢 

的学生根本未听懂，老师就讲过去 了。而 自学是学生按 

照自己的速度进行的，未看懂的还可以琢磨，可以问老 

师和同学，所以也存在着学生自学比老师 讲的理解得 

深刻的现象。但是也有粗枝大叶的学生，马马虎虎，不 

认真钻研概念法则，似懂非懂就算了事。 

从上述论述可见，在 自学辅导教学实验中，教师的 

启发、答疑、提问、小结等是必不可少的。 

6．应用自学辅导教学方法的结果是 不 是容 易遗 

忘? 

这个问题是事关重大的问题，也是教师 和家长最 

关心的问题。在 “促进初中学生自学数学有 效心理学 

原则”一文 (登载于卢伸衡编的《中学数学自学辅导教 

学实验文选》第一集)已叙述过。经过半年的时间，突然 

进行遗忘测验，实验班的遗忘率要比对比班小。在 8O 

年秋扩大实验后半年时间，我们对北京的四个实验班 

和对比班进行遗忘测验的结果是：实验班与 对比班的 

遗忘 率 的 比 是 8．7 ：15％； 19罗5：24 ；26％：28 ； 

24％：73％。兰靛广中学的对比班的遗 忘率 是实验班 

的三倍多，钢院附中多一倍，十一中和广渠门中学的对 

比班遗忘率也是较多的。但这只是半年 时间的实验的 

结果。以后我们虽然没有专门进行过，但实验 教师比 

较普遍反映，实验班学生掌握概念、法则、基础知识方 

面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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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学教材经常复习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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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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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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的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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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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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 

1．这一推广周期的实验绝大多数获得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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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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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特别 是在 

自学能力培养方面大大地优于传统教学，加速 了学生 

自学能力和自学习惯的形成。利用数学一科进 行实验 

并没有干扰共它学科的学习，使各学科都得到了发展 

3．81、82两届进一步的扩大实验也证明了8O届 

实验所取得的结果是可靠的。 

4．在能维持住课堂纪律的较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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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校的差异更为显著，自学能力成长亦然，但是也有 

失败的例子。失败的原因是老师缺乏组 织管理能力。 

5．自学辅导教学有利于培养优等学生，能发展他 

们的才智。在数学比赛中，绝大多数实验班 学生获奖 

较多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6． 自学辅导教学不是无师自通，效果的取得与教 

师的指导和辅导分不开。保持班级教学与 个别化相结 

合的教学形式有利于培养学生集体主义的 思想和发展 

个人的才智。 

7． 自学辅导教学的效果优于程序教学．不亚于欧 

美盛为流行的凯勒制的个别化教学。 

读者来信 

要重视聋哑儿童的学前教育 

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同 志最近在写中国教育学会 

特殊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 的贺信 中指出：“在伤残儿 

童和青少年中间，希望能从婴幼儿 开 始注 意培 养矫 

正。⋯⋯希望对伤残儿童的教育能和正 常儿 童一样， 

注意培养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遵守纪律 

的人 ” 

实践证明，在聋哑幼儿园(班)里，通过游戏、舞蹈、 

体操、适当的教学与体育活动，配合医疗、矫治，能使聋 

哑 儿早些学 习语言，习惯集体生活，这对于尽快 补偿 听 

觉缺陷造成的学习能力上的差 异，对于他们身心的健 

康、思想的发展、智力的开发都是大有益处的。 

前年，我国聋人协会代表团到南斯拉夫访问，代表 

团的同志见到南斯拉夫的聋人 都会讲话。他们取得如 

此显著成效，除了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师资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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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教育研究 中心，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外，对聋哑 

幼儿从两岁就开始学前教育，进行语言训练，也是重要 

原因。这样为接受十年制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我国的聋哑教育还比较落后，不少地区聋哑 

儿童入学年龄偏大，同一班级里学生年龄差距很大。这 

些聋哑儿童入 学前长时间是在无组织的散漫状态中度 

过的，语言发展、智力发展的关键期没有得到充分有效 

的利用。入学后，才刚 刚开始按触系统的有声语言训 

练，发音器官因长期不运 用而趋向硬化。这样就加剧 

了学生的生活交际需要与语言贫乏矛盾；教学内容多、 

任务重与教学时间紧等矛盾，增 加了教育教学工作的 

困难，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我们呼吁教育行政部门重视这一工作。积极试验， 

不断总结积累经验，使我国聋哑教育尽快赶上世界先 

进 水平。 

李宏泰 梅次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