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阳一中回访交流例谈梦想与笃行

嗨，老朋友们，半年不见，你们都还好吧？

坦诚讲，我们都一样的——一年前的我们也如你们如

今一样坐在底下听着台上，而一年后的你们也必将如现在

的我们一样做着自己喜欢或认为有意义的事。现在坐在台下

的你们，中间一定有着很伟大的头脑。岁月之后我们终将精

彩，就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但还是从现实开始。

这几天，遇到了很多我之前的老朋友。记得当初大家身

上都有一些很闪光的东西，但是，回来之后发现那些闪光

的东西，有些更凝练，有些却黯淡了……原因或许可能在

“梦想与笃行”之中。

Chapter 1“谈梦想与笃行”

这种看起来很空泛的东西，有意义么？……这是我们

首先要尝试一下的问题。



一点很简单的东西

先再想想上面的过程。“这就是我们一直提到却实际上

一直比较陌生的东西——抽象”。个人比较不成熟地认为，

抽象能力是学生学习力提升的关键，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

内，我将不断的运用这个东西进行转化。如果说，你们将贯

穿到你们的学习中的话，我觉得会对你们的学习或许会有

用的。

首先来举例吧。

我是一个习惯记日记的人，下面摘录出几则日记以为

记：

1. 2012年X月X日，舍友失恋了……失神半下午+失眠半晚

上。

2. 2012年 X月 X日，和班里同学弄得不愉快……晚自习神



马都看不进去……

3. 某天，某心结解开，心如止水……晚上刷数学卷子如神

助，两套卷子韩酣畅淋漓……

4. 2013年 X月 X日，读到一篇很血肉鲜活的关于哲学的文

章，思维敏捷，创造力喷涌，想出关于“错位相减法”的

更好的算法——我将其命名为“好算法”~嘿嘿~~

如你所见，1,2,3,4 四则日记摘录。。对它进行抽象（即

0）会得到什么呢~

+0一次：（对于 1,2）或许不好的学习背后是心灵的流浪与

荒芜……（记为 一）

（对于 3,4）或许笃行的学习背后是安全感，自我认知明确，

自信…… 一颗鲜活而温暖的内心。（记为 二）

+0两次：（对于 一 二） 内心的状态（关于经历，情感，

价值，知识及其结构，生活和其格局等等）是学习者学习

效率与学习结果的深层次因素。

好吧，到了这里可以回到我们首先提到的命题——

“谈梦想与笃行”这“空泛的东西”是否有意义呢？这里

尝试的解答是：一个人关于学习的内心的状态也许在深层

次上影响着他或她的学习的方方面面，甚至在足够长久的

时间尺度上（这种影响积累或质变的话）可以认为它最终

决定了其学习能达到的高度和广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谈梦想与笃行”这类空泛的东

西关怀和构建了“中国现行体制下一个学生”关于学习的

内心状态。诚然上面的说法当然很简陋，有待商权，但至少

我们可以从“有或没有”的量的关系上肯定，我们现在讨

论的东西至少是有意义的，即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

学习与学习者本应该极其关怀人的内心——而不是忽略它。

（尽管有时候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做）。

Chapter 2 不够细致？体验一回！

啊哈~刚刚听到了，有细心的同学在小声谈论着什么刚

刚提到的“什么什么错位相减法的好算法”。或许刚刚说的

有点单薄，那我们这里就来切身试一下~

同样先表述清楚我们此刻面前的问题——我们要尝试

探讨一种比错位相减法更简单快捷的做法，及解决“等差

数列和等比数列相乘（所得新数列）的前 N 项的求和问

题”的更好的算法。

人们永远无法真正掌握自己无法理解的数学。基于此，

我想尝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讲述一个数学结论。不是简单

的证明或计算，个人认为那只是最终的结果，当初想到这

个结果的人可不是一开始就那样想的。接下来我想尝试着还

原一个数学结论形成的完整过程——我觉得这对一个学习



者来说可能更有意义。

这个“好算法”实际上来自三个小片段美妙的串联~

*高一时学物理，有公式 V=at   S=1/2 a*t^2  （初速度为

0 的匀变速运动），而学了导数，恰有 S’=at=V .哇，当时就

感觉好奇妙，这是巧合么？~~ 

怎么确定呢？后来就一直有留心找一些其他的例子看

看，试试。。

*高二自己看理科的书，偶然很奇妙的看到一个东西

记得当时感觉世界突然复苏，感觉一直断开的地方马

上就连起来了。

（之前这一点朴素的思考，被前人以定义的方式证明，

很鲜活的摆在这里。那瞬间的感觉是怎样呢？你发现自己也

有过与伟人们类似的想法，而且你差点就把它发现了，这

个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呢？

差别在哪里呢？或许就是在向前走一步的能力及勇气。

我们有些跃跃欲试的感觉。那，我们怎样使自己走向前去

呢？）

*一点很简单的小察觉和小推理，上面的公式（微积分



基本公式）说明了一个函数的求和（ ），可以用

“导数”进行简化（ ）

数列是特殊的函数，函数的东西无疑适用于数列。我们

认为有些东西要自然而然  呼之欲出了。

那我们开始试试吧~

然后：

再 然 后 ：



啊哈~ 似乎有点意思了~

于 是 ：

到此为止了么？。。  似乎是但一做题有感觉到不够~ 我们讨

论的数列太特殊，是不实用还是只欠东风？再试一下~



（忘写了 q 不为 1 额……）

好了~ 这就是我以为的一个数学结论出现的完整过程。

休息一下吧~

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那么现在静下心来捋捋思绪——

我们刚刚完成的东西意味着什么呢？对 Chapter2 的过

程整个O一次。如果我们稍稍留心，就不难发现——

*数学是抽象的，就像一切存在追溯到终极而真正纯洁

的“根”。但她无疑又是有生命力的——在你，在我，无所

不在，万物皆数……

基于此，作为在数学之山上攀登的后人，在享受前人

纯洁的抽象成果的时候，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去发现，去

呼应数学原本元气沛离的生命感，一点一点的集聚与成长

体味，同步思考，体验美的力量。只有这样才真正完成了数



学学习。

*

我们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呢？假如说，作为一个文科生

我没有看到定积分的基本公式的话，没看到那本书估计很

晚才会想到这个结论。

没看到过，井底之蛙，再聪明也无法成大事。

历代大贤，大圣，巨人……不向他们学习不可能有建

树。

“要渐渐拥有和自己学习水准相适应的完整的数学知识

结构。”

自然，这个结论也可以不仅限于此。

如我的话，现在正在欢乐的坑着两本书~~ 一本叫数学

史，一本叫数学桥。数学史是整个数学发展的历史，数学桥

是基于高中数学知识上对高等数学有个大致了解。但无奈文

科生数学基础相对差，坦诚讲比较吃力啊。所以在这里再插

句话，在座的文科生现在在学数学，就认真对待呀，未来

这些都会有意义的…… 用心付出得到的东西将来都会有意

义的，不管是以怎样的形式。

*扎实训练。

规律是普遍的。不像数学前沿那样激烈危险充满未知，我

们如今所在的后方的数学是发展完善的，必是高度体系



化理论化的。 所以，我们数学的学习过程 本质上就是

一个 自身思考的汁液 在完美 光滑的数学之面上不断延

展，并渗润其每一个 丝线与 角落的 过程。

   这一切都要有大量扎实训练。

      所以，要有大量扎实再扎实但不拖泥带水的训练，真正

渐渐培养自身数学素养。

Chapter 3更实效的

    高谈阔论之后，我们再实际一点。

    上面主要说的 数学学习，这里再谈下数学考试。（个人

觉得现在环境下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这里陈列一种节奏： 

*刚开始的时候什么胡扯也别听，专心刷书刷课后题刷卷子。

*确定学过一遍觉得需要检测的时候，客观而不自欺地做卷

子检测自己，唯一的价值在于发现自己的不足和错误。

*发现问题之后把他们一个个挖透，搞清楚。

*做有针对性的训练。

文综，大体类似。再额外强调下：

*多思考，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合适的表现到卷子上。

*多看书，教材要一直看，多角度（政治经济文化文明）看，

多层次多种精细度上看（在一个知识点，一个单元，一本

书，三四本书等不同的层次上试着去解答一些问题）



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点东西，仅仅作为参考。如果把这

东西再O一次会得到什么呢？

形成真正最适合自己的
学习方法。

笃行篇，这里我说完了。囿于时间原因，梦想篇看来没

机会和大家分享了。也好，无妨，我们来日方长，学哥期待

你们高考取得辉煌，那时再聊！

预祝 学业上进 高考无憾。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