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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栏目

征稿启事

该向“学霸”

领悟“学霸”的秘诀
张帮俊

编者按：
“学霸”是我们对于成绩优异且稳定的学生的一种美称。但

耀眼的成绩背后，除了所谓的天赋外，“学霸”们究竟还有怎样的
学习“秘诀”？是持之以恒的强大意志，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
思维特点，还是高效自律的时间管理……作为家长或教育工作
者，应该引导孩子从“学霸”身上学习些什么呢？本期《话题》就来
分享几位读者的见解和经验。

本报《话题》栏目近期将就

以下话题展开讨论，如果您对这

方面有自己的看法，请将稿件发

至邮箱：

jswmtl@163.com

jswmb-bjb@163.com

话题题目：

1.“不学诗，无以言”，中国自

古就有深厚的诗教传统。今天的

孩子仍要多读诗。诗之美，在于

它用想象力和灵性滋润着孩子

的心灵世界，以丰厚的精神养分

哺育着孩子的审美、情怀与眼

界。作为家长或教育工作者，您

认为我们的孩子需要怎样的诗

歌教育？您又是如何引导孩子感

受诗之美的呢？欢迎来稿与我们

分享。

2. 针对当前一些有关未成

年人的教育热点，您有哪些不吐

不快的感受，请将您的关注点发

给我们，我们会根据具体情况安

排专题策划。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确。

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地

址、邮编，并在邮件标题中注明

参与讨论的话题。

要说“学霸”究竟有没有诀

窍，依笔者看来，所谓诀窍其实并

不神秘。对于资质普通的学生来

讲，勤奋努力、端正态度、认真听

讲、笨鸟先飞，其实就是一种诀

窍。而对于有一定学习天赋的孩

子来讲，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又

何尝不是他们的诀窍呢？

因此，要说诀窍，必须结合人

来讲。据笔者观察分析，“学霸”分

为几种不同的类型，首先说天赋

型，笔者上学那会儿，身边就曾存

在这样的同学，无论学什么知识，

都是一学就会，还能举一反三、触

类旁通。他们一般不会“点灯熬

油”地苦学，更不会为了应付考试

而忙得废寝忘食、背得头晕眼花，

但这类“学霸”不俗的成绩仍可成

为标杆，虽说他人难以模仿，但也

能督促众人时刻追赶。

其次再说勤奋型，这是对其他

学生最具鼓舞作用的一类“学霸”。

通常，他们没有天赋型“学霸”的先

天条件，但自控力强，能够把别人

玩耍、休息、无所事事的时间用在

学习上。尤其是他们能够始终高标

准地要求自己，上课时专注听讲、

记笔记，课后认真写作业、复习。长

期的勤奋，就是他们的诀窍。

另外还有技巧型，这类学生

既没有天赋型“学霸”的天资，也

没有勤奋型“学霸”吃苦耐劳的

身心条件。但他们善用巧劲，比

如学习英语时，有的人背单词、

背语法，总是生记硬背；而技巧

性“学霸”却能够从中推导出一

些适合自己的捷径，比如介入会

话环境，或借助自己熟悉的事

物、规律等来“联想记忆”，达到

删繁就简、事半功倍的效果。他

们注重在新知识中发现特点、规

律，寻找新旧知识之间的潜在联

系，从而更加轻松、牢固地掌握

知识。这样的思维方式就是他们

的诀窍，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也

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

“学霸”或独树一帜的诀窍，在此

不能一一阐述分析。笔者认为，学

生要提高学习成绩，一定要根据

自己的特点，积极借鉴、综合不同

类型“学霸”的诀窍，并树立信心、

珍惜宝贵时光，以恒心、毅力打造

自己的学海之舟。

作为家长来说，应该仔细观

察、了解自己孩子的特点，引导孩

子多向“学霸“看齐，但也不必完

全照搬，更不要总拿分数差距来

说事儿。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

热情，对于孩子所面对的学习困

难，要耐心地帮助其找到症结，并

全力配合老师，调动孩子克服学

习困难的决心和勇气，用陪伴与

鼓励，助力孩子逐步提高成绩。

作为一名教育

工作者，我接触到

的每一届学生中，

都有少数学习成绩

特别优秀且稳定的

学生，用现在的话

来说就是“学霸”。

除了具有一定的学

习天赋之外，据我

多年观察，“学霸”

的行为习惯也有一

些 相 同 或 相 近 之

处，我将之总结为

“三会一多”。

会听课。会听

课 是 会 学 习 的 基

础，“学霸”们都会

听课，他们会专心

听老师讲，也会认

真听同学发言，更

重要的是在听的过

程中，积极调动思

维，把重要的知识

点和问题及时记下

来，形成自己的课

堂笔记。学生听课

的效率往往取决于

思考的程度，不思

考的听课是肤浅的

学习，认真思考的

听 课 才 是 深 度 学

习，才能有效地将

知识内化，形成自

己的知识体系。会

听课，是“学霸”的重要法宝。

会安排。科学、高效地安排自己

的学习时间是“学霸”的一项基本能

力。我所接触到的每一名“学霸”孩

子，都具备这样的能力，都能把自己

的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曾有一名

“学霸”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

数学的领悟能力特别强，一节课的教

学内容，他往往只要听完例题就能理

解、掌握，课后时间，很少见他做数

学题，反倒会多花一点功夫在相对较

弱的语文上。在交流中，他告诉我，

自己一直是根据各学科的强弱来动

态分配学习时间的。此后多年，他的

成绩一直很优秀，高考后被一所名校

录取。

会考试。“学霸”的学习成果是通

过考试成绩反映出来的。但考试也有

技巧，会考试的学生更容易取得好成

绩。我发现，很多“学霸”在平时检测

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并善于发现

易错的考点和题型，及时查缺补漏。

在答题时，他们往往会先把整张试卷

大体浏览一遍，以把握答题时间。但

凡遇到有难度的题目，就会暂时跳

过，将会做的全部完成后，再来集中

力量攻克难题，并通过反复读题，加

深对题目的理解，从而理顺解题思

路。有了平时的积累、自我完善和先

易后难的应考策略，“学霸”们在考

试心态上，也往往比其他学生更多一

分从容。

看书多。“学霸”的厉害之处，不

仅在于扎实掌握课本知识，更在于有

强大的自学能力，即以现有的知识为

依托，不断拓展知识疆域、完善知识

架构的能力。因此，要成为一名真正

的“学霸”，就离不开涉猎广泛的阅

读，不仅要看教辅书，也要看自然科

学、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课外书，在

阅读中开阔眼界、遨游知识的海洋。

我认为，广泛的阅读是“学霸”成长

的沃土。

作为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不妨鼓

励孩子们学学这“三会一多”，即便

不能成为“学霸”，学习成绩和学习

能力也会得到显著的提升。

前些日子的一天下午，上初

一的女儿放学回家就告诉我，自

己受到了“刺激”，她班里的“学

霸”这次月考又考了年级第一，

太厉害了。我笑着说：“‘学霸’

嘛，可不就是回回领先，这有啥

刺激的！”

女儿感慨地说：“以前总觉得

‘学霸’离我很远，可是上次调座

位，这个女生就坐在我邻座了，同

一间教室听课，同一个老师讲课，

做同样的习题，我就纳闷，150 分

的数学卷子，她能考个满分，可我

费了‘洪荒之力’，才勉强及格。而

且数学老师都说了，这次数学题

目有些难度。”

看来，女儿的确被“刺激”到

了。我问：“那你觉得人家‘学霸’有

什么独到之处？”她脱口而出：“人

家聪明嘛！天生就是当‘学霸’的

料。”听得出她口气里的失落感，我

耐心地劝道：“你说得不完全对，天

赋固然很重要，但最重要还是后天

的努力。仔细回想下，说不定你会

发现她成绩好的秘诀呢！”

女儿想了想说：“要说秘诀，

可能也不算吧？我就是发现她听

课特别专心，课堂笔记也特别清

晰工整，另外，她还有个错题集，

考试前一天我还见她在看呢……”

看来，女儿早就注意到了“学霸”

的日常细节。

后来，我和女儿的班主任取

得联系，一番交流之后，我对女儿

班上的那名“学霸”也有了更多的

了解。比如，“学霸”能见缝插针地

学习，每天早上到校后，其他同学

都在聊天、嬉闹或无所事事，“学

霸”则会自觉地背诵课文、默写单

词。再比如，除了保质保量完成老

师布置的作业外，学霸还会给自

己“开小灶”，补缺补漏，进一步强

化对知识的掌握。然而有些孩子

连按时完成作业都做不到，两者

的差距自然会越拉越大。此外，

“学霸”还拥有超强的自控力，她

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独立性

强，不需要老师和家长的督促，就

会主动执行学习计划，完成学习

任务。

我向女儿复述了班主任介绍

的情况，女儿听着，流露出钦佩的

神情。我问女儿：“现在你对‘学霸’

有什么看法？”她说：“学霸就像一

座山一样，无法逾越。”我笑着说：

“是不是觉得自己跟她一比，有点

黯然失色？”女儿点头称是。

其实，我的女儿聪明活泼，也

有一定的学习能力，但她平时比

较散漫，专注力也不够，在学习习

惯和自控力方面，和“学霸”的确

存在较大差距。但我相信她有潜

力，于是鼓励道：“其实，你也不必

太过灰心，有个‘学霸’存在，会让

你拥有追赶的目标，激起你努力

的斗志，而不断地向‘学霸’看齐，

你自己也会变得更加优秀。”听了

这话，女儿脸上露出微笑。

接着我又补充道：“说得再多

都不如去做。你要先改变自己散

漫的缺点，像‘学霸’那样专注听

讲、记笔记，努力弄懂每一道题

目，认真对待每一次测验，严格要

求自己。如果能做到，又何愁当不

了‘学霸’呢？”女儿听了赞同道：

“说来说去，这才是‘学霸’的终极

秘诀吧！如果我能做到，即使成不

了‘学霸’，也能成为更棒的自

己！”我不由点头，看来女儿真的

领悟了“学霸”的秘诀。

“学霸”是一个近年来十分流

行的词汇，特别是每年的高考季，

这个词都会频频出现。作为父母，

没有什么事情比自己的孩子优秀

更让其欣慰的了。然而，不是每个

孩子都能成为“学霸”，考试成绩

总有高低之分，排名也总有先后

之别。

我 的 孩 子 暂 时 不 是 个“ 学

霸”。之所以我用了“暂时”两个字

来限定，是因为孩子的人生才刚

刚起步，目前的成绩仅代表他这

一阶段的学习水平。

毫不夸张地说，我和孩子妈

妈当初读书时，各自的成绩在班

级乃至整个年级都长期名列前

茅，应该是够得上“学霸”标准的。

然而，儿子上一年级后，并没有出

色的学习表现，期末考试后，更是

用实力向我们证明了“学霸”不能

遗传。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儿子的

成绩一路跌跌撞撞，其过程对于

我和孩子妈妈而言，实在称不上

愉快的回忆。

也许，人都是在经历过后才

会真正明白一些道理，进而做出

一些反思和改变。孩子进入三年

级后，我和孩子妈妈结合各自看

过的教育类书籍，进行过几次深

入的交谈，在儿子的教育问题上

达成了一些共识。

首先，我们互相开导，接受自

己的孩子天资平凡这一事实。但

另一方面，他健康、纯真，拥有许

许多多属于孩子的可贵与美好之

处，也拥有极大的潜力和可能性。

作为他的父母，一旦从内心真正

接受了这些，我们就没有必要再

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更没必要

拿“学霸”的成绩来“激励”自己的

孩子。我们觉得，多花时间和精

力，打造好自己的这块“璞玉”才

是正道。

同时，我和孩子妈妈回忆自

己的学习道路，发现除了少数天

资极好的孩子，“学霸”们优异而

稳定的成绩往往来自对良好学习

习惯的长久坚持，我们一致认为，

坚持才是最可贵、最值得孩子们

学习的“学霸精神”。因此我们打

算，平日里要有意识地引导儿子，

让他懂得坚持的重要性。

2019 年，我们所在的城市举

办了首届马拉松比赛，作为观赛

者，我们近距离地体验了马拉松

这项运动赛事的内容与氛围，更

直观地感受到了“人生就如马拉

松”这句话的真谛。鸣枪开跑前，

我们让儿子看起点处，只见人头

攒动，参赛者跃跃欲试，也有人位

于队伍的后面，连起跑线都够不

到。然而，赛程之中，原来的领先

者可能逐渐失去优势，后来者也

可能居上，同时还有许多人因体

力不支而放缓步伐甚至放弃比

赛。等到赛程结束，我们发现终点

处并没有出现起点处那样拥挤的

局面，因为能够抵达的通常是那

些一路咬牙坚持下来的少数的

人。我们借此告诉儿子，“坚持”这

条道路并不拥挤。在此后的学习

过程中，我们也常常以那场赛事

为例，鼓励他把学习过程中的好

方法、好习惯坚持下来，努力提升

成绩。他的信心和学习兴趣也有

了显著提升。

“学霸”是孩子求学路上的好

榜样，但出色的成绩单之外，持之

以恒、严格自律的“学霸精神”才

是孩子最应该汲取的成长养分。

“坚持”这条道路并不拥挤
罗卫贤

“学霸”的诀窍不神秘
于炳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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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什么？

儿子学校的学业竞

争大，“学霸”也不少。每

当看到“学霸”的爸爸妈

妈发朋友圈“晒”孩子成

绩时，我也会忍不住对

儿子说：“你看这次人家

考得多好，你也要向人

家看齐。”虽然儿子也算

得上一个优等生，但成

绩不太稳定，还当不了

“学霸”。对于我的“鞭

策”，儿子常常流露出一

种沮丧、抵触的情绪，直

到他有次说：“我就晓得

你又要这样说，最不喜

欢你这样说。”我方才意

识到，这样一味地拿成

绩来打压孩子，很容易

适得其反。因此，我也开

始思考，高分的“学霸”

总是存在的，但“学霸”

的成功之道，才是家长

和孩子应该关注的重

点。于是，我决定不再一

味地“刺激”儿子，而是

坐下来跟他好好聊聊。

今年疫情期间，学校停课不停学，儿

子比较自律，开学考试数学考得不错，可

好景不长，接下来的一个新课单元小测

验，他只得了66分，可是他们班的“学霸”

仍得了高分。面对我的询问，儿子显得沮

丧又不安。但这次，我有意忽略他的分数，

跟他聊了起来。

我们首先讨论了这次数学测验不理

想的原因是什么，是时间不够、解题速度

太慢、个别题目太难，还是平时练习少了。

随着聊天的深入，我又刻意将话题导向了

“学霸”们的学习方法，比如平时“学霸”们

都怎么学习的？

儿子想了想，告诉我，他发现班里的

“学霸”除了完成作业，还会有针对性地做

一些习题，主要是围绕自己不熟悉的题型

和知识点来做，老师还在班上表扬过这样

的做法。于是，我趁机道：“可见‘学霸’的

天资是一方面，但学习方法、学习习惯也

十分重要，这也是你应该努力提升的地

方。我们不跟‘学霸’比分数，但可以在他

们身上学到一些方法，让自己不断进步。”

儿子听了，表示赞同，我接着分析道：

“比如你上次数学考得很好，也是有原因

的。停课不停学期间，因为课时不多，自学

时间充裕，你花了不少时间来强化练习，

因此对知识理解得更透彻，解题能力、解

题速度也提升了。但复课后，对于新单元

的内容，你并没有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

力，测验前也没有复习……”儿子听着，有

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于是我又鼓励

道：“今后你如果能像那些‘学霸’一样，及

时把容易错的题记录下来，了解自己的知

识薄弱点，然后找来相似的题型，强化练

习，做到举一反三，我相信，你的成绩一定

会大大地提高。”听到这番话，儿子信心重

燃，充满干劲地对我说：“现在我就去把做

错的题目都重新做一遍。”

通过反思自己以往的教育方式，我意

识到，单纯地比分数并不能让儿子有所收

获，从具体的学习行为和习惯来聊，儿子

反倒更能接受。家有“学霸”固然令人羡

慕，但“学霸”的学习方法，才是家长和孩

子们应该关注的“硬核”。

我
跟
儿
子
聊
﹃
学
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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