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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习能量 让学生学会学习 

——《学习能量本土化研究》 

杜娟 
（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  陕西  西安  710068） 

摘  要：学习能量是近年来流行于英国教育界的一个新的名词，一些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国内并那日到“学会学习”的相关研究领域。

笔者所在的课题研究小组以学习能量引入本土进行本土化研究为契机，在课题小组教师所在学校选取一定数量的样本开展了相关研究。

经过两年的实践研究，课题小组在有效激发学生学习能量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笔者也通过对被试样本的案例分析，总结出了激发学

生学习能量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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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能量是近年来流行于英国教育界的一个新的名词，一些

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国内并纳入到“学会学习”【1】的相关研究领

域。笔者所在的课题研究小组以这一概念的本土化研究为契机，

在课题小组教师所在学校选取一定数量的样本开展了《学习能量

本土化研究》。研究经过，以所选样本为例，在有效激发学生学

习能量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本文就如何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能

量，进行阐述。 

一、什么是学习能量 

学习能量一般是指有效终身学习者身上所共同具有的素质。

依据学习能量 

的定义，还可以指“一个联合起来塑造个体参与机会的价值

观、倾向和态度的复合体”。从阐述中不难看出，学习能量不是

我们从字面意思上理解的学习的能量，而是从学习自信心、计划

性、探究能力、反思能力、合作沟通能力、创造力、克服困难的

能力、构建学习意义的能力几个维度【2】进行评价的综合性概念。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学习能量与我们日常所讲的学习能力是

不同的概念。学习能力往往指获得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它是感知、

认知、自控力、理解、记忆、操作能力等诸多能力的综合体现。

相对而言，学习能力的范围更窄，而学习能量的范围更宽。 

二、研究样本的选择 

为了便于比较，笔者在所带的五年级当中选择样本并追踪两

年，进行该项课题的研究。被试样本根据实际情况分为两类:一

类是学习缺憾者，另一类是学习突破者。为了有效对比，学习缺

憾者和学习突破者各占被试样本的一半。 

为了便于研究不同学习情况孩子的具体特征及实施效果，在

这两类样本选择上，分别选择了学习能量形成背景不同的孩子。

学习缺憾者，主要包括家庭教育存在不足的孩子，如:家长渴望

指导孩子学习，但不知如何去指导帮助孩子有效提升的；学习基

础或学习能力较为薄弱的；学习态度存在问题的。这些孩子在教

师的眼里至少存在一个缺憾。对于学习突破者样本的选择，第一

种是学习态度端正，但仍希望提升的。比如所选样本之一，学习

天赋一般，但学习态度非常认真，做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成绩

令人满意，但希望进一步提升的孩子。 第二种为天资聪颖，学

什么都不费劲儿， 但是总有让人觉得不尽人意之处的孩子。 第

三种是该样本由于进行超前学习，所以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 

三、如何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能量 

笔者认为学习能量既然是能量，那么就可以被激发。有效激

发学生的学习能量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客观的自我认识是激发学习能量的前提 

在实验过程中，通过第一次与被试样本的谈话可以发现:每

一个被试样本，无论是学习缺憾者还是学习突破者，对于自己目

前的状态都有不满意的地方 。这一情况有被试样本真实状态的

反应，但也可能存在被试样本因与谈话者是教师与学生这一特殊

关系，孩子做出固定回答的情况，不够真实。于是，采取在家长

的监督下完成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通过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

出，这样的问卷调查结果更为真实、有效。结合问卷结果的分析，

随即对被试进行有导向性的进一步谈话。从被试样本的表现可以

看出，大部分被试能够客观认识到自己在学习状态、学习方法、

学习能力等方面可能的确存在着一定值得提升的部分。 

例如：被试样本 1，在校学习成绩优异，谈话的语言表述中

虽认为自己有不足，但却无法具体进行阐述。可见，该名被试虽

具有较好的学习能力，但不能客观认识自己。这也成为该被试学

习能量不能更好被激发的主要原因。通过评价量表的数据结果可

以看出，该样本在创造力、耐挫力两方面[3]略有不足。通过谈话

中对其进行相关方面的引导，使被试正确认识了自己的优势及不

足。在学习能量提升过程中，被试的表现得更为真实、积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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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主动改变自己相关维度的状态。所以，客观的自我认识是激

发学习能量的前提。 

2. 制定科学的学习计划是提升学习能量的基础 

被试样本有了对自己的客观认识并真正渴望学习能量得以

激发，便可以按照课题组的针对性建议，在家长的配合下制定相

应学习计划。学习计划的实施是有效激发将被试学习能量，实现

提升效果的具体实施过程。指导样本制定的学习计划应包含日常

作息、学习安排、学习内容、预期学习效果等内容。科学有效的

学习计划是帮助被试样本实现目标基础。 

例如：被试样本 3，属于学习缺憾者[4]，样本本身学习能力

较强，但从问卷测评数据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其学习计划性不足，

时间分配不合理，所以学习效果不佳导致学习能量没有被有效激

发。经过指导，该样本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将自己的时间合

理分配，细化至分为单位，每天的学习不再杂乱无章、随心所欲。

科学合理的计划使得学习变得有条不紊，学生学习能得以更有效

激发。 

3. 严格执行学习计划是提升学习能量的有效途径 

学习计划是指导学生激发学习能量的基础，那么下一步就是

按照计划严格执行。经过五个月的实施，笔者对被试样本进行了

第三次问卷测评及谈话，并请被试家长提交对被试情况的评价、

说明，可以看出被试样本中有近 87%的学生学习能力、学习能量

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可以看出这部分学生能够较为严格地执行

计划，而其余提升效果不理想的样本则计划执行效果不佳。可以

看出，是否严格执行计划对于学生学习能量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例如：样本 13，属于学习缺憾者。其学习能量不足的原因

与家庭氛围有直接关系。在过去实验期内，该样本在家长的大力

配合、督促下，能够严格执行学习计划。特别是家庭教育中存在

的实际问题，通过评测及教师指导，帮助家长认识了能够更有效

帮助被试样本实现计划的具体做法。例如：有效的陪伴、谈话、

疏导等。通过被试样本提供的实施记录，及家长评价等资料可以

看出，该被试样本的学习能量被很大程度激发。 

这一过程也可以看出，家长在孩子学习上的管理水平对提升

学生学习能量也起着很大的辅助作用 。 

4．不断反思、总结、评价是提升学习能量的有效保证 

实施过程中被试样本制定的学习计划、作息安排等内容虽然

是通过指导教师依据量表反映出的具体情况，与被试样本、样本

家长进行沟通进行制定的。但执行过程中学生如果能够对自己的

学习情况进行反思总结，就可以使学习计划更为优化，执行起来

更为有效。 

例如，被试样本 5，18，属于学习缺憾者；被试样本 23，16，

数学学习突破者。两名被试的学习能力、实验前的学习效果均不

同。但的在家长的监督管理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特别是在

计划执行中不断进行总结。总结方式包含学习内容的总结，如利

用思维导图、网状图等进行学习内容及结构的梳理；包含学习自

我评价，如评价表，自我评价、家长评价、教师评价等。四名被

试者的学习能量激发明显优于其他没有坚持进行总结、自我评价

的样本。 

不难看出，严格实施所制定的计划的同时，不断进行反思总

结、自我评价也是提升学生学习能量的有效保证。 

在选取的大量被试样本中，可以发现凡是做到以上四点，无

论是属于学习突破者还是学习缺憾者，都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

学习能量。经过追踪，这些被试样本中的学习能量的激发往往能

够持续影响六年级，甚至初中学段的学习，能够使这部分学生有

效突破自我甚至成为班级当中的佼佼者。 

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能量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使学生受益终

身的事。对于学习能量的激发希望本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更

多学生学习能量的提升提供依据。 

四、效果验证和总结 

通过近两年的研究，对多名学习缺憾和学习突破式学生采用

多种创新式的学习能力提升方法，学生在学习自主性、学习目标

制定、目标制定的落实性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学习成绩均

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初步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后

续积极总结经验教训正确在年级、学校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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