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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绩优秀的学生面对面交流，

就自己的困惑或问题向“状元们”

提问，询问方法或经验，较之传统

的“现身说法”、主题报告会式的

榜样示范，这样的交流会增加了互

动的环节，体现、照顾了学生在学

业上的自主性需要，从而提升他们

的学习积极性；同时，针对学生的

个体差异，解决他们在学习中的一

些实际问题。这种榜样示范的创新

方式确实能取得一定的实效，是值

得推荐的。

然而，优秀生和普通同学相比，

在学习起点和学习能力上存在差距，

他们的方法和成功的经验是否适用

于其他同学，仍值得商榷。具体从

文章中来看，那些由“状元”们提

供的“音标记忆法”“经常看地图”

和“把学到的事件当故事看”恐怕

并不是其他学生容易学到的，这样

的交流会，激励的作用更大于方法

的示范。

在这种问答式的交流会中，一

个预设的前提就是学习者清晰地了

解自己在学习中的问题所在。而实

际情况是，大多数学生对于自身的

学习症结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所以，

我们会看到在交流会上，学生们大

都提出的是“你怎么做到周考每次

100 的”“你是怎么记单词的”这类

大而化之的问题。因此，状元们的

解答无非也就是把老师在班中反复

强调的“课前预习、课上认真听讲、

课下复习、独立完成作业、合理安

排学习时间”再重复一遍而已。

1950 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

卢姆曾运用“参与性示范”的方法

教会了学生问题解决的技能。他们

要求优等生和需要补课的学生在解

决同一个问题时，以出声思维的方

式描述自己的思维过程。接下来，

还要求需要补课的学生将自己如何

解决问题的过程与优等生的解决过

程进行比较，找出其中的差异。经

过 10 12 次的训练后，需要补课学

生的问题解决的能力、成绩和自信

心都有了大幅度提高。

这提示我们，榜样示范要积极

引导学生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存在的

问题，通过预设相同的情境和任务，

让学习者和榜样同时讲述自己解决

问题的思路和具体过程，然后让学

习者对比和榜样在解决过程中的差

异，从而找到差距，也找到弥补差

距的方法。

榜样示范法的创新

北方的冬天很冷，滴水成冰的

日子起床早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情，不少意志薄弱者常常留恋温暖

的被窝导致学习成绩下降。

某次班会课，老班一脸神秘地

说：“今天想利用班会课和大家一

起分享几封私信。”听说不用上枯

燥的班会课，还可以窥探一下老班

的隐私，同学们都很兴奋，互相挤

挤眼便热切期待着。

信是去年从这儿毕业考取师范

校的一位学长写来的，信里除了隆

重表达对老班的感激，还详细汇报

了他的学习与生活：除了上文化课，

还要研修琴法、声乐、书法、绘画，

此外还有足球、篮球、游泳、演讲

等选修课程，校园生活极其丰富多

彩。

那时的农村孩子考上师范比现

在的孩子考上大学还要“牛”，因

为从此他就端上铁饭碗，属于国家

干部了。更何况这位师兄描绘的校

园生活如此可亲可感，充满诗情画

意。同学们个个眼睛放光，充满了

期盼和向往。老班及时抛出了“炸

弹”。他说，这位学长智力中等，

之所以能够在最后关头脱颖而出，

主要原因是他特别能吃苦。每天早

晨五点，当其他同学还在床上做梦

时他就已经悄悄起来，到路灯下看

书（为省电，不到上课时间学校禁

止开灯），他是把别人睡觉的时间

用在了学习上。

接着，老班又从包里掏出一封

信，信封上寄信人一栏赫然印着“清

华大学”字样。老班说，这封信是

他曾教过的学生写的，这个学生清

华毕业后被保送到哈佛留学，现在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老班突

然话锋一转，“你们猜猜看，他的

父母是干什么的？”

“教师！”“官员。”“大企

业家！”同学们饶有兴趣地猜着。

“你们全都猜错了！”老班摇

摇头，“他爸爸是个瞎子，妈妈是

点燃梦想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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