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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青春期不仅是打好学习基础的重要时期，而且是身心日趋发

展成熟的关键时期。青少年只有在身心健康的情况下才能精力

充沛地去学习，在学习中不断克服挫折，从而有效地提高学习成

绩。因此，对青少年进行身心健康教育势在必行。所以我们编写

了本丛书———《男孩女孩青春期教育系列》，旨在通过分析研究青

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揭示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

性，使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青春期自我保健的各种知识，从而健

康地成长。

本丛书重点阐述了以下几方面内容：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的

内容、基本原则以及对青少年进行健康教育的主要办法；青少年

时期身体发育的特点及体育锻炼的重要性；青少年性器官和第二

性征发育的特点，以及在此期间应注意的卫生问题；青少年如何

正确地对待学习，净化生长环境；如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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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价值观等相关内容。

本丛书语言浅显易懂，事例针对性强，操练设计切实可行，是

青少年进行青春期自我教育的首选书籍，也是家长送给孩子的首

选礼物，同时更是教师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不可或缺的参考

教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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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竞争下的中小学学习

学习的概述

一、学习的概念

学习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出生以后

都经历学习的过程，都在不断地进行学习。了解最广泛

意义上的学习，进而了解人的学习，特别是与我们生活密

切相关的学生学习，是十分重要的。

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到一定年龄就会被要求进行一个

阶段、甚至数个阶段的集中和系统的学习。这种学习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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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进行的，当然也不尽如此。在这种

学习中，明显的特点是由传授知识的教师进行指导，学生往

往是从教师口授中，从书本中集中、系统地学习人类千百年

所积累起来的间接经验。这种学习是快速而高效的。学生

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领略人类知识的精华。我们大多数人

在学校中所进行的这种学习，就是典型的学生的学习。

然而，即使我们在某一级的学校毕了业，我们也还是与

学生的学习息息相关：做教师的要关心学生的学习，做家长

的要关心孩子的功课，做哥姐的要回答正在上学的弟妹的

学习问题。在工作中也要不断地拜师请教，查资料，查书本

等等。这种学习在本质上与学生的学习十分相近。可见，

学习贯穿于我们人的一生。即使我们工作了一个阶段，还

要不断地回到学校进行再教育学习，如短期培训学习，业余

学校或成人学校的学习。正如美国未来学家、《第三次浪潮》

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的所言：“超工业化教育应是终生教

育，学习一个时期去工作；工作一个时期，又回去学习。”这已

是现代社会不可抗拒的大趋势。

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变革的浪潮来势迅猛，使

人们不得不改变价值观念，选择发展方向，重新考虑生活的

道路。所以，现在的学习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用阿尔温·托夫勒的话说：“变革，就是未来入侵我

们生活的征程，必须加以密切注视，不但要从历史的高度来

纵览，也要从生于斯食于斯的芸芸众生的立足处来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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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察。”

因此，我们不但必须善处现在，还必须准备将来，也

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进行的学习，已经不能仅仅注重存储

和继承，还应当着眼于创造和发展。美国著名学者赫伯

特·格乔伊曾说过这样一句令人回味无穷的话：“明天的

文盲已不是不能阅读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所

以，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学习，了解学习，学会高质量、高效

率、科学地进行学习，以适应现代竞争社会的需要。

那么，什么是学习呢？

首先，从学习的范围、层次来看，最少有下列四个层

次：第一个层次，最广义的学习，是泛指的学习。包括动物

和人类的学习活动。第二个层次，即次一级的学习，是指

人类的学习而言。第三个层次，是指在校学生的学习而

言。第四个层次，是指在校学生中不同学段的学习而言。

在这四个层次中，我们所指的研究范围是第二、第三

或第四个层次的学习概念。

其次，从学习的实质来看，学习是学习主体与环境的

相互作用，经过内化，而获得经验的活动。所谓“主体”，就

是参加学习活动的主体，这个主体是分层次的，可以是指

包括动物和人类的有机体，可以是指人类，可以是指学生，

也可以是指大学生，或中小学生；这个主体是分类型的，可

以是个体（个人学习），也可以是群体（集体学习）。所谓

“环境”，这是指学习的客体，学习的外部刺激，是就人类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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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活动而言，这个客体包括社会生活、社会实践等直接

因素，也包括各种书刊、实验设备、电教手段等间接因素。

所谓“内化”，就是指学习的客体，通过有机体内部的加工，

人类的学习就是通过大脑加工、消化、转化过程，通过感

知、理解、巩固过程。所谓“获得经验”，是学习者参加学习

活动的结果。从内容上来看，以人类、学生学习而言，应该

是促进身心全面发展，德、智、体诸方面的发展；从形式上

来看，应该是相对稳定的，获得的结果，可以是明显的外部

变化，例如学生获得知识、掌握技能等等，也可以是隐蔽的

内在变化，例如学生提高觉悟、转变思想等等。简而言之，

“获得经验”就是学习活动的结果。所谓“活动”，是指学习

活动既是认识活动、实践活动，也是社会活动。

总之，学习活动应包括学习的主体、客体和学习活动

的结果三个基本要素，即学习是学习主体与环境的相互

作用，经过内化，而获得经验的活动。

二、学习的特点

（一）人类学习的特点

１．人类的学习具有社会性。人类的学习活动是在社

会中进行的，其目的是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是为了解决

一定的生产任务和生活任务而进行的学习，因此人类的

学习活动是自觉的有目的地进行的活动。



５　　　　
２．人类的学习具有功能性。人的生活方式的根本目

的则在于改造现实。人们特有的这种主观能动性，也必

须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因此，人的学习动机目的

明确。

３．人类的学习具有继承性。人类的学习要获得直接

经验和间接经验。人类可以以语言为工具，获得、继承人

类历史长期积累的经验。这一点动物是不具备的。

４．以语言为中介。从生理机制来看，人类的学习是

除了动物具有的第一信号系统之外，还有第二信号系统

活动，即以语言为中介的活动。这就给人类的学习带来

了全新的内容和形式，而且提高了人类学习活动的水平

和高度。

（二）学生学习特点

学生的学习是整个人类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学生的学习具有人类学习的共同特点。但是，学生的

学习也有区别于人类一般学习的特点。

１．学习安排的计划性。学生的学习活动是在教育情

境中进行的，而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培养人的活动。因

此，学生的学习必须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按照一定的教

学计划来实施，学习安排具有严密的计划性。

２．学习内容的全面性。学生学习活动的内容，不仅

是有目的有计划进行的，而且是比较全面的。大体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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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下列三个方面：一是获得知识，形成技能和技巧；二

是发展智力和体力，培养能力；三是提高思想认识，培养

道德品质，形成行为习惯。

３．在教师指导下，以学习间接知识为主。学生的学

习活动是在教育情境中进行的，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依靠

力量，因此学生的学习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同时，

根据学校教育的特点，学生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人类

最基本最主要的知识、技能和技巧。因此学生的学习活

动，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时时事事都要直接参加实践，

必须以学习间接知识为主。

４．学习结果的高效性。由于学生学习安排有严密的

计划性，并在老师的指导下，以学习间接知识为主，因此，

学生的学习活动可以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浪

费。就一般而言，学生的学习效果是高效的。这与科学

家探索人类尚未发现的客观真理是有区别的。

总之，学生的学习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

有系统地掌握知识，形成技能和行为规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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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社会的特点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技术革命的时代，科学技术突飞

猛进，给现代化的建设时代以极大挑战。竞争就是这一

时代的产物。国际、国家间，社会、群体、个人间无处无时

不体现着竞争，实现着竞争。因而，竞争意识渗透各个领

域各个阶层。那么，什么是竞争？为什么存在竞争？竞

争社会有什么特点呢？现代意义上的竞争，通俗地说就

是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特长，通过最佳科学手段，在群体

（个体）较量或争夺中，力图战胜对方使自身处于不败之

地的处境行为。没有竞争，就没有人类的前进、国家的发

展、民族的振兴、社会的进步！没有竞争，人类就没有压

力。没有压力，人类的一切就停留在现有阶段。行业竞

争、商场竞争、市场竞争，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竞争

社会带来的现象充分说明了竞争和社会的一个显著特

点：“适者生存”。

举个例子，某市一建设工程投标中心，负责全市的建

筑安装设计施工等一系列投标招标业务，它是全市建筑

安装工程能否实施许可的职能机构。全市的招标投标工

作在此举行。有一较大安装工程，在全市招标，招标规程

具有严格的时效性。当时，参加招标的五个单位，其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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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家被认为无论在资质上、技术上最能中标的滕州某

建筑公司，在这次招标中因路上遇交通事故堵车迟到三

分钟，最终没有进入八点三十分正式投标开始的竞争参

与会场而被无情淘汰。几百万的工程失之交臂。三分钟

失去了资格的竞争。该公司不仅失去的是金钱，更重要

的是失去了自我社会价值体现的机会。可见，竞争是“适

者生存”，竞争是时代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竞争体现在教育领域的意义就更加突出。邓小平同

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三个面向”的核心问题是培养人才。面向

现代化，要培养有社会主义信念，能适应未来科技经济高

速发展情况下的快节奏、高效率生活的人才。《中国教育

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

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思想

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

动活泼的发展，办出各自特色。”可见，“三个面向”的办教

育思想的提出，及纲要的高标准要求是竞争时代特色决

定的。我们国家要走向现代化，最大的障碍并不是资源

问题，也不是资金问题，更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十几亿人

口的素质问题。资金可以积累、引进，资源可以开发保

护，技术可以创造也可以引进，但是十几亿人口的素质是

无法引进的，这必须靠我们去提高。前几年震惊国人的

中日学生夏令营的教育不是已经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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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有的日本人断言：中国人的下一代不是他们的对

手。早在甲午战争之前的下列一段史实，也许可以给我

们一些警言：当时清朝通过购买西洋兵舰，看起来中国的

海军要比日本强。１８８６年８月，清朝海军曾到日本长崎

港访问示威，把很多日本人吓了一跳。日本的一个海军

舰长看了后却认为问题不大。清朝的军舰虽好，可是火

炮的管道里满是尘垢，炮管上晾晒着水兵的裤衩，军官和

跟班的稀稀拉拉，松松垮垮，随地吐痰，这有什么战斗力！

后来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果然吃了败仗。失败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主要是清朝的腐败统治，但与当时风行的八股文

应试教育，与国民素质低，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清政府用

白银买到西洋兵舰，却买不来高水平的国民素质，买不来

国与国之间竞争的最终胜利。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

不具有很高的品德和理想，不具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

不具有开创性的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而只会背书应付

考试，我们又怎样在２１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呢？！而中小学生正是学习知识为最终成为高人才

的基础时期。面对日益竞争的社会时代背景，加强对中

小学思想道德、文化素质等的培养和教育，颇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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