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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06年《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精装四卷本的基础上，我们又推出了《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
》12分册。这套丛书按照学科内容进行分类，共分《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医学》《天文地理》
、《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语文》、《艺术》、《体育》、《成长驿站》、《社会法律》、
《科学前沿军事》12册。与《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精装四卷本相比，12分册是增补更新版，既继承
了其优点长处，又增加了新的知识点，更新了许多数据、图片。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12分册
贯穿着这样的编纂理念，即不仅要把中学生培养成为知识丰富、全面发展的人，还要成为了解社会、
善于处世的人，更要成为思维活跃、领先潮流的人。通过使用本书，读者可以具备一个合格的中学生
应该有的能力：　　1.口头和书面语言表达能力。这一能力对将来从事任何一项工作都很重要。　　2.
对社会科学、文学、历史、地理的综合理解力。这是基本能力培养的基础。　　3.数学的实际应用和
理解能力。理解数学法则是基础，更要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4.对物理、化学和生物科学与
环境关系的理解力。了解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对做出正确的决策是有益的。　　5.掌握外语背景知
识和了解外国文化的能力。外语学习能锻炼记忆力、启迪思维，外国文化的学习也有助于新观念的接
受。　　6.熟练使用计算机和其他技术的本领。不能满足于简单操作，应注重于了解较为复杂的问题
。　　7.艺术鉴赏能力。艺术素养的提高会使中学生的素质更加完善。　　8.对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
理解力。中学生很快就要步入社会，必须对现实社会深入了解。　　9.培养良好生活习惯与毅力。注
重身体、心理健康，加强身体锻炼、心理磨练，克服不良习惯，抵制不良行为诱惑，对中学生健康成
长尤为重要。　　10.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精神。这些决定着中学生的发展，影响今后的事业
和生活。　　本套丛书涵盖了中学期间应当掌握的所有知识内容，对中学知识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梳
理，还增加了大量最新的实用信息，如热门专业、热门科学话题、新兴职业、新发明等，增强了本书
的实用性。同时，还增加了对中学生成长问题的解决、中学生能力的培养、青春期心理问题的解惑等
，这是国内其他同类百科全书没有的，对中学生健康成长意义重大。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是
一部上中学就要看的百科全书。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是一部离中学生最近的百科全书。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是一部面向素质教育的百科全书。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是一部面向
“全人教育”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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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成长驿站》介绍了:《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是一部面向素质教育的百科全书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是一部面向“全人教育”的百科全书。本套丛书涵盖了中学期间应当掌握
的所有知识内容，对中学知识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梳理，还增加了大量最新的实用信息，如热门专业
、热门科学话题、新兴职业、新发明等，增强了本书的实用性。同时，还增加了对中学生成长问题的
解决、中学生能力的培养、青春期心理问题的解惑等，这是国内其他同类百科全书没有的，对中学生
健康成长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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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杰出中学生的25种能力　　观察能力　　俄国生理学家巴浦洛夫十分重视观察在科学研究中的作
用，写下了“观察、观察、再观察”的座右铭。观察是我们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一
个人观察能力的强弱，决定他认识客观事物的准确程度和广泛程度。因此，注意培养自己的观察能力
，有助于积累更多的经验，更好地认识世界。　　我们在观察事物时，应当养成认真仔细的好习惯。
据说，画家徐悲鸿在法国学习时，为了画一只行走的狮子的后腿，曾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他说：“
画画最好以造物为师，画马必须以马为师，画鸡即以鸡为师。”画画如此，生活和学习也如此。只有
仔细认真，才会有所收获。　　但是，敏锐的观察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在“拳不离手，曲不离
口”的勤奋中才能形成，因此，我们在生活中要养成勤于观察的好习惯，观察能力才能不断提高。　
　思维能力　　我们每天都要思考一些问题，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思维方向、思维方法往往会得
出不同的结果。一个人的思维能力会影响他解决问题、享受生活等各方面的能力。　　思维能力是指
人们对事物的分析、综合、抽象和概括的能力。分析、综合、抽象和概括的能力，实际上是4种能力
。还有人概括出5种基本的高层次思维能力，分别是解决问题能力、探究能力、推理能力、传意能力
和构思能力。　　提高思维能力，主要从两方面人手：一是思维习惯，比如在学习和研究问题的时候
，养成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析、综合、抽象和概括的思维习惯；二是像许多能力的培养一样，需要有
深厚的知识为基础，需要多吸取相关知识。　　欣赏能力　　生活中缺少的不是美，而是缺少发现美
的眼睛。有无“发现美的眼睛”，是指一个人有无欣赏能力。一个人只有对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充满欣
赏，生活才会有激情。　　欣赏能力是指享受美好的事物，领略其中的趣味的能力。　　中学生需要
培养哪些欣赏能力呢？一是对自然的欣赏。要从身边的景物中或大自然中发现美。对自然的欣赏，可
以点燃你的柔情、刚强，开阔你的眼界、胸怀。二是对艺术的欣赏。比如对美好的音乐、美术、课外
读物、影视作品的欣赏，可以提高你的文化修养。三是对科学的欣赏。可以唤起人的探索精神。四是
对人的品质、才华的欣赏。才会发现自己的不足，找到学习的榜样。　　学习能力　　2006年开始，
申请进入澳大利亚高中读书的中学生要进行一项评估学生在澳学习能力的测试，简称学习力测试。　
　学习力是学习能力、动力、态度和创新能力的总合。　　对于中学生而言，学习有预习、上课、作
业、复习、考试5个环节。学习能力是在这5个环节都掌握好方法的基础上学懂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
。学习的动力是指学习的原因。有的同学是为名次，学好了让老师同学喜欢自己；有的同学是为了升
人好的学校；有的同学觉得是“为父母学习”。其实，学习的动力最能持久的还是“学懂知识，为将
来学更多的知识打下基础，增强自己的竞争力”这一想法。学习的态度主要是指要珍惜时间，勤奋努
力，学习时要认真。创新能力是指运用知识进行创造的能力。有人说，学习力就是竞争力，不仅在中
小学、大学学习时如此，对于一个单位，员工的学习力也是这个单位与其他单位的竞争力。　　自学
能力　　我们有时看到“自学成才”这个提法。从中就可以看到“自学”与“成才”有因果关系。现
代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更需要通过自学来接受新的知识，所以中学生的自学能力甚至比
学到的学科知识更为重要。有了自学能力，就为今后更快地接受新知识、新事物打下了基础。　　自
学能力，是学习者能够独立学会某种新的学习任务的能力。　　中学生自学主要体现在学科知识的预
习、课外知识的掌握。自学的重要方法是要学会运用已懂的知识，找出要学知识中的难点，通过查阅
资料、请教别人、自己思考加以解决，从而学会新的知识。中学生不仅要养成自学的习惯，还要多掌
握自学的途径，比如通过看英文报纸和英语电视节目来学习英语知识，因为仅靠苦思冥想的刻苦自学
效果不会太好。　　读书能力　　苏联作家M.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是，前提是要
学会选好书。俄国教育家V.G.别林斯基说：“不好的书告诉你错误的概念，使无知者变得更无知；好
的书籍是最贵重的珍宝。”所以还要会读书。中国西汉经济学家、文学家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
之可医愚。”总之，就是要具备读书的能力。　　读书能力是指会选择书、会读书、会运用书上的知
识的能力。　　现在的书浩如烟海，人们一辈子也读不了其中的万分之一，所以要选择自己喜欢的、
对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有益的书来阅读。这些书最好具有权威性。读书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审题法（根
据书名、目录中的章节名、文中的标题等推断所讲内容，然后再默读、诵读、朗读和背读）、追踪法
（根据你的问题去找相关的书读）、复述法、分类法、精读法、略读法、“关键词”读法、跳读、抄
读法、比较法、批注法等。学会运用书上的知识有两个途径：一是读的时候结合自己学习中遇到的相
似、同类问题思考，现学现用；二是遇到问题找相关的书，现用现学。　　写作能力　　有不少同学
在为写作文而苦恼，他们急切地想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所以去买作文书、作文辞典之类的书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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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写作文只是掌握一些优美的词汇，套用一些名人轶事、名人名言，多用一些修辞手法，写出
的文章是没有血肉的。　　怎样写才真正有助于写作能力的提高？关键是要写出自己内心想说的话、
想抒的情，才会吸引别人，自己也写得得心应手。因为只有出自自己内心的，才是独特的。同时，自
己的思想和见解只有深刻，才会写得深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多看、多观察、多学习、多思考。还
要学会写得贴近现实生活，才会让人有亲近感。作为学生，语文课的学习侧重点应该放在欣赏上，因
为学会欣赏，你才懂得什么样的文章和什么样的写法能打动人。　　语言表达能力　　每个人都要说
话。但要说得“中听”、“好听”，就需要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对人际交往至关重
要，而且在以后求职的过程中多了诸如主持人、演讲家、记者等更多的职业选择，也是晋升职位的重
要指标。　　语言表达能力，指的是个人对语句、词语的理解和使用能力，以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向
别人介绍信息的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可以简单地分成书面表达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说服能力。
书面表达能力最基本的要求是要有条理、文从字顺，在此基础上写得生动，使别人乐意看下去。口头
表达能力，要做到口齿清楚，简明扼要，有条不紊，富有逻辑性。不能吞吞吐吐、结结巴巴，也不能
口若悬河、速度过快，一定要态度从容，言辞得体。说服能力在学生的辩论中尤其重要，除了上面的
要求外，还要求自己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与常识以及社会热点知识，以便能够雄辩。　　调查能力　
　毛泽东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能力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校教育中非常受
重视。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学实践活动课引进了调查研究的内容。　　调查是指为了了解情况进行
考察。调查能力是指人们有意识地对客观实际情况调查了解的能力。　　调查的方法有很多种，对于
中学生而言，主要有：①书面问卷法。把要调查的问题列成问卷在相关的人群中分发，要求填写真实
的情况，然后回收、统计、分析。②访谈法。先明确访谈目的，了解访谈对象的各种情况，然后就你
所关心的问题通过面对面、电话或者邮件的方式进行访谈。③拍摄法。主要利用照相机、摄像机把相
关的现象拍摄下来，呈现出来。④观察法。多用于对生物的成长、繁殖过程的持续观察并记录，如竺
可桢常年对天气变化的观察与记录等。⑤实验法。多用于物理、化学反应方面的验证。　　研究性学
习能力　　研究性学习在21世纪开始之际，已经越来越被教育界所重视。很多学校都成立了研究性学
习小组。研究性学习有助于学生通过亲身实践获取直接经验，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掌握
基本科学方法，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研究是指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
、规律等。研究性学习能力是指在学习的过程中采用研究的方法去接受、验证、探索知识的能力。　
　研究性学习的步骤主要是：确立小课题，制定计划，搜集信息，统计结果，处理与分析，写出课题
总结报告。在这个过程中，小课题的选择要侧重于现实生活中的、有利于学科学习的以及自己感兴趣
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要采取一些研究方法：观察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
。在结果分析中，要善于提炼出新的观点和建议，这样才会体现出研究的意义。　　人际沟通能力　
　“这个人好打交道”或者“这个人不好打交道”，这是我们经常说到或者听到的两句话。这两句话
是对一个人的人际沟通能力的基本判断。　　人际沟通能力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人的一辈子都
在不断和人打交道，“好打交道”，就容易受到欢迎；“不好打交道”，就容易让人厌烦。一个学习
好、能力强的人如果不善于人际沟通，不仅会影响到平常的心情，还会影响自己的发展。　　作为中
学生，人际沟通能力主要体现在和同学友好相处、互相帮助的能力。提高人际沟通能力要注意5个方
面：一是要主动去和人交流；二是要坦诚，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三是要谦虚但不能自卑
，要自信但不能清高、傲慢；四是要多寻找共同话题，只有共同话题才能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五是
要热心，热心的人往往具有领导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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