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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是高科技飞速发展的时

代，是拥有无穷挑战的时代，也是对人才的知识结构、综

合能力、心理素质和道德修养提出更高要求的时代。２１

世纪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优秀人

才的竞争。今日中国的中小学生，就是明日中国的栋梁。

能否立足于新世纪，成为新世纪的主人和强者，关键在于

你是否拥有足够的竞争资本和超强的竞争能力，能否在

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小学时期正是积累知识与培

养素质的关键时期，应该及早认清自己，进行自我设计，

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训练，全方位塑造自己。那么怎样

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长

处和短处呢？

《望子成龙教育书系》正是我们奉献给２１世纪中小

学生的一份厚礼！本丛书由中小学生必备的各种素质培



养方案组成，体系科学而周密，为你描绘了成材的总体蓝

图。它会告诉你———你需要什么，你拥有什么，你如何进

步，你怎样发展……它是你学习、生活的最好伙伴，是你

成人成材的自助手册。

它不仅是学生的良师，更是广大教师们的好帮手。

它所提供的素质培养方案，为教师们如何适应教学目标

的转变而相应改进课堂教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各位教师，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尝试通过这些方案，针

对不同的学生，有意识地渗透我们的思想，寓教于乐，如

此，则教师能够得到解脱，学生也以学为乐。我们相信这

套教育方案一定会赢得教育者的认可，并取得良好的社

会效应。

中小学生是未来的希望，明天的太阳。他们的未来

就是我们的未来，他们的茁壮成长就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而教师，是灯塔，是航标，为学生们前进指引着方向。这

套方案将使教师———辛勤的园丁，早日“桃李满天下”，使

祖国的花朵早日成为吐蕊的群芳。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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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兴　　趣

———成才的起点·求知的动力

　　本讲概要

★有益的兴趣是你成才的先导

★兴趣，一个人求知动力的源泉

★兴趣，鼓舞你向未知世界挑战

　　成才的起点

高山不是浮在地面的，人才不是天生的。

人的成才，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不

过，在同一历史阶段，在时代、境遇和学校教育等客

观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成才与否的主要原因却在

于人们自己的主观因素。无数事实证明：兴趣是人才

成长的起点，青少年的早期兴趣对他们未来的成才活

动有着积极的作用。正像达尔文在 《自传》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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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记得我在学校时期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

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的多样的兴趣，沉溺于自

我感兴趣的东西，深刻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

……”

一提起著名的电影喜剧演员查理·卓别林的名

字，你一定会想起他在银幕上的形象：身穿口袋形的

长裤，脚上是一双大头鞋，头上戴一顶圆礼帽，手中

握着一根手杖……卓别林以他精湛的技艺，拨动了世

界上千千万万观众的心弦，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

象。而他的成才之路，也正是他从小对模仿产生兴趣

开始的。卓别林的母亲是个善于唱民间曲调的歌手，

父亲是个大提琴手。艺术环境的熏陶，使卓别林还在

咿呀学语的时代就对模仿充满了兴趣。当他４岁时，

就总是欢蹦乱跳地跟着父母学跳踢踏舞和唱歌。当

时，由于家境贫困，卓别林卖过报，贩过肥皂，到印

刷厂当过童工，还拣过破烂。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

中，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模仿的强烈兴趣。瞧，一有

机会，他便站在窗前，一面观看窗外的街景，一面模

仿街上走过的各种不同职业者的姿态。像目不斜视，

胳膊弯里夹着厚厚作业本的穷教员；神气活现、大腹

便便、左右摇摆、目中无人的大法官；肩膀高耸、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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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阔步、衣袖飘拂、至高无上的牧师等等，而且模仿

得活灵活现。人们特别喜欢他的扮相，那肥大的裤

子、特大的皮鞋、外八字的走路姿势，也是他精心模

仿出来的。在他小时候住过的林顿街上，有一位赶马

车的老头儿，双腿受伤，脚上穿了一双特大皮鞋，裤

子又肥又大，常在街头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童年的

卓别林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就整日模仿起来，以至后

来经他进一步创造，形成了他风靡全世界的艺术

形象。

兴趣是成才的起点，它在一个人的创造性活动与

成才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个人对某种活动或学习的浓厚兴趣，是其智力

迅速发展的 “触发器”，是他迅速成才的重要的心

理条件。

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
檨

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
檨

殎

殎殎

殎

健康、有益的兴趣是成才的起点。

一个人对某种活动的浓厚兴趣，将有力地推动该

活动进一步发展。



　　６　　　　

良
好
兴
趣
培
养
方
案

英国著名女人类学家古道尔从小就喜欢生物。她

中学毕业后，研究黑猩猩的强烈兴趣，促使她不畏艰

险，只身进入热带森林，在森林中工作了十年。她的

浓厚兴趣使她对黑猩猩的生活行为进行了长期地、深

入地观察和研究，获得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例

如，发现黑猩猩社会也有 “头头”，“头头”不仅力量

大，而且也有智慧。黑猩猩群体中也经常有冲突，各

自注意巡视边界，当母猩猩受伤的时候，它的子女们

会守卫在它旁边，喂东西给它吃。她根据森林中的长

期观察获得的科学资料，写成 《人类的近亲》、《我在

黑猩猩中的生活》等著作，为人类学的研究作出了宝

贵的贡献。

可见，一个人最初的兴趣点，对她今后成才的道

路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渴望成才的青少年朋友们，

应该注意培养自己健康的、有益的兴趣，使它成为你

们成才的先导。

　　求知的动力

从心理学观点看，兴趣是积极探索某种事物的认

识倾向，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研

究者在对成才人物本身的探究中发现：一个人的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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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与他知识的丰富和智力的发达有关，而且，还有

一条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着强

烈的兴趣，这种对事业的强烈兴趣是他们积极探索新

鲜事物的推动力，它可以使人由不知到知，由知少到

知多，由不会到会，由会到精。大量的事实也说明，

兴趣，是构成一个人求知动力的源泉。伟大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在１９５３年曾对自己做过这样的评价：“我确

实知道，我自己并没有特殊的天才。而是强烈的兴趣

和顽强的耐力才使我达到了我的思想境界。”许多心

理学家研究了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的思维活动，

发现他们的创造过程中，始终充满着旺盛的兴趣，这

种兴趣成了他们不断探求未知世界的力量源泉。喜爱

摄影的人一定非常熟悉 “柯达”照相器材的发明者乔

治·伊斯特曼。他从小最大的兴趣就是照相，但由于

家境贫困，没有钱买照相机。为了使穷人也能享受摄

影的乐趣，他决心要使摄影这项艺术大众化。当然，

要实现这个抱负是很不容易的事。可他从２０岁担任

储蓄所办事员起，就节衣缩食地省下钱来研究照相干

版的制作方法。１８８１年，２７岁的伊斯特曼筹集了

５５００美元，创办了一家制造照相干版的公司，这就

是 “柯达”公司的前身。用干版照相比用湿版方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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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他并不满足，仍继续研究。不久，他又发明了

胶卷，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是强烈的兴趣和顽强的耐力才使

我达到了我的思想境界。

———爱因斯坦

　　但是，那时候的照相机又大又笨重，就像我们在

照相馆里看见的那么大。伊斯特曼又琢磨起来，能不

能使照相机小型化呢？经过他反复研究，终于在

１８８８年发明了一种小箱型照相机 “柯达一号”。当时

这种相机附带胶卷和三脚架。７年后，他又发明了一

种袖珍照相机。伊斯特曼将自己的兴趣变成刻意求新

的一种推动力量，使人类从运用 “小孔成像”原理发

明的 “暗箱式万花筒”，到后来发展起来的大众化照

相机，前后不过一百多年，比之人类从水面上和镜子

里欣赏自己长相的漫长的历史短多了，其成就真是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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