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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时期，给学习能力做“加法” 
 

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  刘杨 
 
    之前，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小学生作答一道要求“从小到大排列 1~9”的题目，
他除了按数的大小进行了排列，还按照“个头”从小到大写了 1~9这 9个数字。 
    当时我看完就一笑而过，虽然隐隐感觉到这不只是一个故事那么简单。直到遇到宋少卫老师，
听他详细拆解了这个故事背后反映出的孩子学习系统的问题，我才恍然大悟。 
    关于学习，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以劝学为主题的诗句，比如耳熟能详的“少壮不努力，老
大徒伤悲”。但这些诗句和教导，只回答了要不要学习的问题，没有解决怎么学习的问题。 
    学习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感性的学习态度，其背后还有深刻的科学系统，学界有一个词叫
“学习科学”。这个词在 20世纪 80年代由西方学者提出，在 20世纪 90年代走向成熟，21世纪
日益兴盛。学习科学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从孩子学习状态的表象开始，深挖内部隐藏的深刻学习系

统问题。 
    围绕学习科学，2020年下半年，我们策划了一本关于当前家长和老师该如何解决孩子学习问
题的书《学习治疗手记》，作者是宋少卫，清华大学学习科学实验室执行主任、学习治疗概念的

提出者。 
    2021年 7月 24日，义务教育“双减”文件正式出炉。这份文件在资本市场掀起风浪的同时，
也触动了很多学龄前、中小学生家长的心。“双减”时期对老师、家长和学生自己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目标指向了如何给孩子的系统学习能力做“加法”。 
    作者最开始交给我的样章是体例非常统一的几个案例的合集：一名中/小学生学习遇到了困
难，家长带着孩子来找他咨询，在他的帮助下孩子的学习问题得到了“治疗”，孩子成绩开始提

升⋯⋯ 
    这种千篇一律的故事，读者读一个就够了，完全没必要读一整本书。这种写作风格不是我们
的初衷。跟作者沟通后，明确了 3个问题：这本书的读者是谁？我们想让这些读者通过读这本书
学到什么？我们想传递给读者的信息，最好的呈现形式是什么？ 
    这本书的主要读者群体是广大中小学生的老师和家长，其他如中小学生本人、有学习方法困
难的社会人士是我们的间接读者。我们想让读者通过读《学习治疗手记》，掌握一种基于青少年

学习心理的科学学习方法，澄清老师和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教育的误区，真正有效地解决孩

子的学习问题，最终让孩子掌握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养成终身高效学习的习惯。但积极学习系

统只是作者研发的一个学习治疗体系，并不具备一定会药到病除的魔法力量，所以读者要细细阅

读积极学习系统的介绍、研读学习治疗的相关案例——积极学习系统的使用说明书。 
    很显然，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呈现形式是讲故事，也就是讲案例。但在讲案例之前，
要首先明确介绍本书的核心：积极学习系统。然后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学生的学习问题进行归类

分析、求同存异，按照分析的结果划分章节，进行案例归类。《学习治疗手记》是针对所有青少

年学生学习问题的书，目标是让老师和家长了解、掌握和使用积极学习系统。 
    本书的读者群体很大，为了切中更多老师和家长的需求，就不能过度聚焦年龄和年级，而要
抓住目标群体的最大共性和突出问题。在具体案例的讲解过程中要有区分度和侧重点，删掉同质

化的案例，明确学习系统在不同案例中的差异化使用方案。最后补充了一个特殊的大案例，就是

作者在北京某中学实际带班项目“放牛班”的逆袭奇迹。另外在给各个案例取标题的时候，抓住

案例中要解决的孩子的核心学习问题，同时注重趣味性，比如“二次元”女孩攻克数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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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这样修改，这本书最终的呈现形式就出来了：开篇介绍积极学习系统，然后是 36 个分
门别类有代表性的青少年学习案例，在每一个案例的最后还增加了“手记点睛”板块，作为案例

的画龙点睛之笔。 
    “治疗”这个词很普遍，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医疗方面。“学习治疗”对很多读者而言就是
一个陌生的词语，拆开成两个词时容易理解成这是一本如何学习医疗方面的治疗方法的书。而我

们的书名是“学习治疗手记”，如何消除读者的多重理解、降低读者的认知难度，是我们在进行

封面设计时要认真考虑的。 
    在进行封面设计时，设计师提供了很多种方案，包括心理学风格、迷宫、登山等方案。我们
最终选择了登山的思路。色调风格选择了明快的黄色背景，并以青色的山为主体。一来“书山有

路勤为径”，学习本就如登山，一步一重天；二来，我们把从正文里提炼的青少年学习问题的关

键词精选部分放在了“山”上，并摆放在特定位置，使读者沿着登山小路循序渐进地看到宋老师

在书里提出的积极学习系统的关键词。为了提升画面的动感，设计师还专门放了三个不同登山状

态的小人：起步登高时的轻松愉悦、山腰时的步履渐渐沉重、即将登顶时的手脚并用⋯⋯ 
    活到老，学到老。移动互联时代的人们，不光是青少年学生，可以消磨时间的选项太多，如
非被硬性强迫，极少能保持主动学习的态度，更鲜有科学的学习方法。不妨就先从调整自己的学

习系统开始，提高学习效率，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做自己学习之外更想做的事。 
    期待更多的人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形成良好的学习机制，这才是提高学习效率、实现终身
学习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