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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自学观念 倍养自学能力

李学思

�镇费电大
,

吉林 镇妾 � � � � � � �

摘 要
 

文章对树立学生 自学观念和培养学生 能力 的观点和方 法
,

加 以剖析 和论述
。

阐述 了 自学的 意 义

问题
!
自学为主是 广播 电视大学的教学原 则和规律 问题

!
自学应该是计划 学习 问题

!
自学和 本职工 作 问题

!
自

学与 求师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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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自学的意义不可估量

自学历来是人们取得知识的重要途径
。

自学成

才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

在人类文明史上早有记载
。

挥

代英烈士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曾指 出忽视 自学乃是
“

学牢
”

式的一种弊端
。

他写道
 “

吾人所谓学问 只限

于在学校之功课
,

功课 以外无学 问
,

学校 以外无学

问
” 。

他倡导
“
自由研究

”
即 自学

�

希望人们把课堂扩

大到 图书馆以至整个社会
,

把整个人类科学文明 的

沧海作为 自己 自由翱翔的天地
。

显然
,

这个见解至今

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

一个有求知欲的人
,

虽不可能在学校里呆一辈

子
,

但必须与学习相伴终生
。

任何工作岗位都有它特

殊的 知识要求和相应 的知识结构
,

即使是大学毕业

的学生
,

在学校里学习 十几年所获得的 知识也只能

说是 为事业需要奠定 了一定基础
,

而不能一下子完

全满足工作的需要
。

因为
,

处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

�� 世纪的今天
,

任何工作部 门
、

岗位
,

都有个技术不

断改造
、

更新的 问题
�
“

知识更新
”

是人们普遍面临的

问题
。

青年人要胜任本岗位的工作
,

要想为
“
四化

”

作

贡献
,

要想一生有所作为
,

都有一个再学习 和不断学

习 的 问题
,

如孔子说的
“

学而不 已
�

阖棺乃止
。 ”

工作期间 的脱产和业余进修固然是一种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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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机会
,

但更多
、

更主要的要靠平时 自学
。

著名 科

学家钱三强在给自学青年的题词中写道
 “

任何时期

总是在工作 中学习 为主
,

因此
,

自学是一生中最好的

学习方法
” 。

对于在校的普专生来说
�

自学能力 的培养也应

该是一项基本功
。

如果你在学校里就注意培养 自学

意识和 自学方法
�

那么离开学校
,

走上事业岗 位后
,

要养成业余 自学习惯
,

坚持 自学不倦就容易得多
。

你

一生将 因此受益不尽
。

自学并不是无师 自通
,

自学的

一套本领
,

可 以在学校里系统培养
。

在校期 间可借助

于教师指导
,

掌握 了这套方法
,

日 后没有教师指 导

时
,

自己也就能结合实际
,

应付 自如 了
。

有经验的教

师特别强调学生学会预习
,

预 习从某种意义上说就

是 自学的
“

演 习
” 。

在学校里养成 自学习惯的人
,

不仅

能学好课 内知识
,

还能打开眼界
,

广泛涉猎
。

从而获

得更多知识和更灵活 的学 习方法
。

叶圣陶 同志说过
 

“
只知道捧着课本笔记硬背是没有用处的

,

至多只能

应付考试
。

学会了 自学本领
�

养成 了 自学的 习惯
,

将

来离开 了学校
,

才能在工作和生活 中不断地 自我充

实
,

自我修养
,

成为有益于人民 的人
�

有益于社会 的

人
。 ”

在学校里养成 自学习惯 的人
,

的确可 以终生受

益
。

自学
,

归 根到底是个 自觉的 问题
�

也就是要解决

自学的 目的和 动机问题
。

为个人功名利禄而学习
�

可

能一时很顽强
,

但不可能持久
。

有所得即 自满 自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