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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自学》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自学者，英文称之为 autodidact，意为自己教育自己的人。大部分人都会在某个时刻走出学校，开始工
作，也开启自学的人生。在自学的时候，没有制订好的教材，没有老师，没有同学，怎么来确保更高
效的学习呢？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套学习方法论，用于帮助你形成自己的学习和自学方法。除此
之外，书中还介绍了一些利用信息科技来帮助学习的方法，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学者。
本书适合各个年龄段需要学习某项技能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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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玳
体验设计师，翻译人，前创业者。一个通过学习来找快乐和存在感的内向的人。曾在IxDC
、ScrumGathering、芯世界社会创新周、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展等活动做演讲。译有《精益创业实战》
《精益设计》《互联网思维的企业》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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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不错的一本书，不过也只是部分验证了自己的心得，没有多少新的观点。对自学具体科目的举
例还蛮不错的。
2、通篇东拼西凑的东西不说,写书的思维真的非常混乱,小标题和内容基本不搭边
写自学不在本身上下功夫阐述,全是空话套话,拿别人的故事做例子
靠这本书来自学,老师们不用担心失业了
还没开始学,就想那么多,有用吗?不找普适跟着学找什么
书中很多观点自相矛盾,经不起推敲
真正自学者就是需要的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一张自学计划的使用说明书
别来那么多虚的东西
3、要不断寻找合适自己的方法
4、终于抽出时间来看完了，五星给一个先~
5、张老师以自身为引，更多的是走进学习的过程，并在其中享受快乐，如果能触发“心流”，那便
是不再好不过了。不过归根到底，再好的工具，再强的方法，如若自身不能发现其中的乐趣并坚持下
去，那么一切都会是枉然。
6、大多数内容适合初级学习人。
7、推荐，今年正式开始读的第二本书。一年要是只能读50本，张玳同学的这本我们要自学绝对是我这
样的拖延症和没目标患者的首选。因为要想要目标，才好开始一年！另外，棒棒哒，张玳大哥！你看
小的评的好吗？
8、66 读了我司张老师的大作，觉得可以当做儿童教育书籍，希望儿子不要被应试教育打败，也希望
他有一天通过自学能觉得这个世界有时也还蛮有意思的。
9、很多方法，我们都用过，关键在于不断实践，不断优化，最后变成本能，学习的本能
10、很多方法其实在刘未鹏的暗时间里提到过，作者很多时候是结合自己的经历再次阐述。
11、书贵了
12、在thoughtworks经常听到张玳的大名, 无缘相见. 读读书, 吸收吸收养分

13、体系挺好，可惜有点糙，没有一点是深入讲解的，不过可以理解，作者并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
14、自学这个主题，是我很期待的，学习的方式方法是进修的根源，冲着图灵社区出版，没试读就买
下了，可是非常后悔，书薄不说，行文就像中学生作文，开头一个名人名言，没事整个孔子，隔壁老
王老李什么的举例说事，非常典型的国式教条。
15、学习寻找自己的方法
16、自学无疑最重要的是时间，方法什么的只有在真正有时间开始学的时候才用的到。
17、立意高 时代需要不一样的声音  封面好（10步之外就被吸引到了）内容尚缺乏打磨 举得栗子挺有
意思    
18、 薄薄的一本小书，两个晚上翻完了。很佩服作者这样一直有着明确的目标。自学的效果，方法合
适之外，关键还是看人
19、自主的，自发性的学习
20、图灵社区3折买的，花了一个晚上和一个中午把它看完了。里面提到很多的观点，对于我来说，并
不新鲜。例如，心流，之前也从某篇博文里了解到这个概念，甚至到维基里去稍微看看。这已经是我
第二次看到相关心流的文章（书籍）。看到作者对于心流的理解，我想到自己初中的学习状态，当时
我的学习效率特别高，只要集中精神，能很快进入一种全身心仿佛都留着“电流”的状态。当时不懂
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感觉很棒，无论是做题还是背诵课文都特别快，而且很有趣。印象最深刻的是，
看历史课本时，看完一篇课文，脑海就会出现整篇课文的脉络，能不看课本大概复述整篇文章。做地
理试卷，能3-5分钟搞定。很多很多的例子.....而且像这种高效学习的状态，我维持大概两年的时间。
遗憾的是，因为当时的无知和一些原因，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进入这种状态。
21、觉得作者的个人经历读着更带劲
22、1、普适的道理，不普适的方法。 观点很赞同，要看看。2、只能算作一个对自学有兴趣的人的入

Page 6



《我们要自学》

门书，有一两个观点很有裨益，但深度及有效的实践方法还是不够。3、告诉我的，我会忘记；教给
我的，我只能记住；让我参与，我才能学会——本杰明·富兰克林
23、学习方法论
24、没什么新鲜的东西。
25、主要看得是心得，还行，实验一下
26、余晟 推荐。对于作者说的用少量时间把学校的应付过去，然后用其他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这
一点很是赞同。作者行文的逻辑思维很流畅，书后半部分自学的例子很值得没学过画，钢琴的我在脑
内练习。但是这类书不能多看，更重要的是做事啦～
27、自学也有好的方法，给自己更多的鼓励，更快的反馈，会让坚持变得容易。
28、文风和《逻辑思维》有点像。理念不错，但似乎还是有点浮躁。
29、昨天下午在新书书架上借到这本书，略扫了一遍，了解到另外几本书。20150929
30、基本能力之学习能力书籍。 这本书讲得一般般，蜻蜓点水，不是很细致，但可以构建出一个框架
出来。
31、自学是很重要
32、很一般
33、作为一本书，划不来，网站看看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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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想了想还是挤出一篇书评来撑撑场子，好歹这也是人生第二次收到作者亲送的书，上一本是苏德
送的《沿着我荒凉的额》，噢耶~书拿到手一个月了，忙的浑浑噩噩，腰疾反反复复，今天终于抽出
几个小时在家里听着音乐踱来踱去看完了，一气呵成，不费力气。很怀念书里提到的“心流”状态，
回想了一下从小的学习历程里常常也会有“心流”的状态，高中在理科课上默默埋头写自己的小说，
中间上课下课换了老师都全然不知，更多的体验还是在练琴的时候，钻在曲子里面，几个小时出不来
，往往是颈椎发出信号才能感觉时间的流逝。可是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状态发生的频次就越来越少了
，日常工作时想要隔绝外界，就会塞上耳机，但因为承担了太多沟通的工作，常常被打断，不停的取
下耳机起身坐下塞上耳机，想要好好写一份报告，整一个研究，画一个漂亮原型图，就得等到别人都
下班了晚上加班，可是晚上还会有手机有微信有电话⋯⋯说回自学。我这个小时候就被我爹成为#自
制力崩溃#的人几乎就没有一项技能是自学而成的。钢琴是父亲手把手启蒙加上一个又一个逼死人的
老师们棍棒下练就的。工作后做产品的一些技能也一直受教于同事们。自学过日语，拖拖拉拉搞了几
年进度非常慢。自学过游泳，呛了几次水就打死也不下水。（如果做饭也是一项技能，好像是自学的
耶）两年前所在的公司部门领导是个学术派，同时还是某高校的客座教授，有事没事就在部门里整读
书会，监督大家多看书多输出总结并分享，拜他所赐，在那一年里，我啃了非常多有的没的书，心理
学类/医学类/科普类/社会学类，求知若渴，脑子里不停塞东西，可笑的是，教授某一天离开公司后，
我也停下了，结论是：背后没人拿鞭子抽我，我就躺下了~可是同时我也是有极端探索精神的人，好
奇的事情非常之多，不整明白今儿就不睡觉的不眠之夜也非常多。为什么不再认真往下走一步？写到
这里还是忍不住表达一下对张老师以及我厂其他张老师之流的喜爱和感谢，大家都这把年纪了，还在
争分夺秒搞学习的这种劲头实在是太流弊了，很庆幸自己正在逐渐受到大家的感染，我兴许还有救，
老泪纵横。本书上市的时候，我买了六本送给我尚有学习之心的六个小伙伴儿，除了以实际行动表达
对张老师的支持，也真心希望能帮到大家。毕竟对于我们这种比起出去跟人打交道更喜欢和自己相处
、长期宅在家里#人机床一体#的孩子们来说，与其宅在自己的世界里虚度时光，不如捡捡自己的兴趣
点，好好学一门技能吧！！！
2、看了张老师的书之后，我才发现我从没认真地想过自学也可以是一种系统的学习方式。如果仔细
想想，我们漫长的学生时代是可以分为两部分的，区别也就是张老师书中讲的“教学”和“自学”。
前学生时代以被教学为主，后学生时代则是自学的天下。至于我的后学生时代开始于什么时候，我觉
得是初中，第一节睡过去的政治课。从那时开始逐渐发现课并不是要每一节都听，考试成绩并不取决
于听课的认真程度。到了高中，这种补觉就发生在各种不想听、实在太困的课上了。而到了大学，就
彻底进入自学状态，逃课这种事情大概每个人都做过，区别只是在数量上而已。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愿意花时间去学，去选课，去听，其他的就只有在期末考试前死记硬背些答案和公式，然后自求
多福吧。到这里，张老师在书的最后一部分提供的如何应对考试大法就显得非常有用。张老师在书中
提到的一些方法，我在过去读书和工作的过程中，很多都有用到，比如脑中练习、心流状态、自己的
成就感这些。但从来都没想过这些也可以整理出来，帮助别人更加系统地、有效地自学知识。脑中练
习是我初中玩篮球时，练习投篮的主要方式。那时候篮球和篮球场都是稀缺资源，想要在体育课上，
找到半个球场，借到一个篮球，自由地练习投篮是很奢侈的事情。更多地的时候，我是在大脑里想象
自己站在3s区外的点上投篮。在大脑中想象篮筐的位置，投篮的角度和姿势，打板还是空心。上课溜
号时经常就在一圈一圈地投篮，甚至能进入张老师提到的“心流”状态。这样练习的结果是我投篮一
直都比较准，肯定没有每天练习的人命中率那么高，但还算不错。这个“心流”状态看似很神秘，但
其实现在我还蛮经常能体验到。专心地解决某件事情时，研究一段代码怎么写的时候，都会有奇妙的
时间飞逝感和快乐的成就感。虽然我这个人分心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占到大多数，但是似乎是阅读带给
了我这种浸入到某件事情中的能力。我还记得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班上开班会，我偷偷地拿一本《
世界49大迷》(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032711/)埋头在看，到老师突然叫我名字的时候，我脸上
发热，头脑里满是对人类未解之谜的幼稚想象，而班会也要开完了。那时我就开始喜欢上了这种时间
飞逝、浸入到书中的感觉。直至今日，投入地写一段代码、解决一个问题、看一本剧情紧张的小说，
仍然可以给我带来这样的体会，让我无比欢喜。后学生时代在程序员的世界里是很难结束的。虽然总
是被打击“你们永远是一小撮人”，但有一个估计是在中国有超过1000万的程序员，从这个角度来想
，这个“一小撮”也是相当多人了。对于程序员来说，学新的技术、新的语言、新的框架、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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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科技世界日新月异，除非自己不想做技术了，不然“活到老，学到老”
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没什么可争议的。学习，不过是确定自己想学什么，上网找资料，想出一个点子
，动手开始练习而已。习惯了这样的学习和网络上开阔的世界之后，就会习惯认为每样东西都可以通
过自学来完成。我大概可以大言不惭的说现在谋生的工具，写代码，也勉强算是自学的。专业不是这
个，朋友们写，我便也跟着写，感觉从代码到页面上实际能用的功能，是一个奇妙的过程。一个人到
底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或者是天赋到底被点在了哪里，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
的。拿我画画这件事情来说，小时候我把所有能报的画画班报了个遍，简笔画、国画、素描，学了几
个学期、一大圈下来，终究证明我确实在这方面，没有一点点天分。直到现在，画画仍然是鬼画符加
幼儿园水平，但我早就不去挣扎了。于自学来说，不要强迫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情，不会有太高的成
就感，反倒对学习这件事情生了厌恶，可就得不偿失了。具体的学英语这件事情上来说，张老师一直
在说的“语感”，确实是个挺奇怪的东西。你说不好它是什么，也很难定义自己从何时何地就开始有
了语感这么个东西。但确实有那么点感觉，语法没怎么学，上课也不太听，小城市的教学环境和英语
环境大家都能够想象，但感觉就是奇怪地生长起来了。这种对语言的感觉，胜过了对正确搭配的死记
硬背。总的来说，这是一本鼓舞人心的书。不长，不枯燥，有具体事例，给的就是让你能马上动手的
办法。它让我觉得在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路上，我们这些自学成才的人并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路
子。有系统的方法，和无限的网络资源，只要自己想学，总还是有无数的奇妙事情在前方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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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我们要自学》的笔记-第51页

        无差别阅读是一种愚蠢的读书方式，我应该依据书的内容，有选择的进行分类，哪些精读，哪些
翻看

2、《我们要自学》的笔记-第68页

        只需要看两个点⋯⋯你学得快不快乐⋯⋯你学得快不快⋯⋯

3、《我们要自学》的笔记-第74页

        脑内练习                

4、《我们要自学》的笔记-第76页

        最好验证学习情况的方法：分享与演讲，写作

5、《我们要自学》的笔记-第68页

        好的学习方法判定：学的快不快乐；学的快不快

6、《我们要自学》的笔记-第22页

        这时候，学校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把⋯⋯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推迟他们进入社会的时间。

7、《我们要自学》的笔记-第109页

        如果你讨厌某个东西，可以思考一下是否是因为在启蒙期有阴影。如果有，则可以自己进行一些
调整和反思，以更加客观的态度来看待。

8、《我们要自学》的笔记-第7页

        “⋯⋯我不管你是谁，现在水平如何，你曾经师从何处，甚至有没有学过，这些都无所谓。我关
心的只是如何把我所相信的绘画方法教给你，帮助你学画。我关心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论，因为我教画
的目的是培养画家。”

9、《我们要自学》的笔记-第18页

        自学的流程

制订计划

监测进度

持续反馈

10、《我们要自学》的笔记-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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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现在看来，这就是一个很基础的认证，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意义重大。它意味着我可以不走
学校这套体系，仍然能闯出一条道路。

11、《我们要自学》的笔记-第66页

        时间线方法

精益生产法（丰田生产法）

信息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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