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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我有一个非讲不可的笑话。</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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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母校有位老教授，课上的异常好。有一回给新生上实验课，他从讲桌下拿出一个烧杯，里边装着
坨大便：</p> 
<blockquote> 
 <p>同学们，既然你们选择搞科研，将来靠这个养家娶老婆，第一样重要的事，就是要有实验精神
你们有实验精神吗？</p> 
</blockquote> 
<p>同学们齐声答道：有。老教授跟着就说：</p> 
<blockquote> 
 <p>很好，这里有大便一坨，我带头，大家一起来尝一尝它的味道，帮助我们了解大便。</p> 
</blockquote> 
<p>说完便拿手指伸进烧杯蘸了一下，然后放到嘴里舔了舔。同学们见老师都亲自示范，便一个个也
硬着头皮上去把大便尝了一遍。看到大家都尝完，老教授笑嘻嘻地说：同学们做的很好，你们对科研
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献身精神。</p> 
<p>正当同学们为自己的亲身尝大便精神骄傲的时候，老教授又讲到：</p> 
<blockquote> 
 <p>我刚才说，搞科研第一样重要的是要有献身精神；但是，还有样东西比这个更重要，那就是学
观察。大家觉得自己有观察力么？我看没有。<strong>我刚才伸进烧杯戳大便用的是中指，放进嘴
的是我的食指。</strong></p> 
</blockquote> 
<p>**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并不是告诉大家要有观察力，而是要有好的方法。这位老教授就有好
授课方法；用“尝大便”换来要有观察力的教训，学生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忘。今天给大家推荐 3 个好
学习方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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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才 3 个方法？**如果你希望的是“提升效率的 10 大方法”，“程序员必看的 20 个学习法”.....
很抱歉，本文不适合你。在精而不在多，一个人若能够学会，并且长期践行这其中一种方法，便已经
够走在很多人前头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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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费曼想必大家都听过，有很多头衔，如量子电动力学创始人，纳米技术之父等，他还得了诺贝尔
理学奖；如此旷世的成就，很大程度归功于他的被称为“终极学习法”的费曼技巧，这个方法简单且
效：</p> 
<p><strong>a.选择一个概念</strong>。可以是编程中的，或者生活中的任一概念。</p> 
<p><strong>b.教授这个概念</strong>。想象着你需要把这个概念教授给一个小孩子；写下跟此
念有关的方方面面，弄清楚条理逻辑。注意，你需要用尽量简单的词句，或者类比成日常的例子，你
教授的对象是个外行。</p> 
<p><strong>c.回顾</strong>。在上一步中，你必定会有遗漏或者忘记的地方；你需要重新整理
且记住，保证自己在不用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将概念完整表达出来。</p> 
<p><strong>d.简化</strong>。现在你已经可以把整个概念表达出来了，但是能不能更加精简易
呢？你可以试着再去简化之前的表达，或者找一个外行讲给他听，看你能否表达清楚。多次重复之后
你能够用最精炼的语言表达清楚这个概念，说明你完全掌握此概念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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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strong>微信、滴滴、美团......确实让我们沟通、出行、吃住效
大大提高</strong>，<strong>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strong>，**但是多出来的时间又被腾讯
频、公众号、微博.....这些高效的资讯软件吸走了。无法专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这也是我推荐这
学习法的原因。</p> 
<p><strong>罗斯福</strong>在求学期间一直是学霸**，当上总统之后仍旧兴趣爱好广泛的惊人
拳击、游泳、舞蹈、诗画、动植物解刨、鸟类研究等，**最让人惊叹的是，他在这些方面只花很少的
间，就能达到顶尖的行列。他的秘密就是：超高强度的专注。</p> 
<p>比如今天要花半小时游泳 50 个来回，他会拼命去突破这个目标，最终在半小时游 80 个来回。<s
rong>通过“Deep Work”这一策略，他在工作或学习时首先会把 Deadline（截止日期）压的非常
，然后取消喝咖啡、散步等活动，完全集中在一件事上，直到达成目标。</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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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Learning By Doing，在实践中精进</strong>，通常的翻译为“在做中学”，这是
国 20 世纪最重要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提出的学习方法；胡适、陶行知、张伯苓、蒋梦麟等都
是他的学生，杜威的哲学也影响了蔡元培等人。</p> 
<p>**这个学习理论太过简单，以至于被人忽略了。**实际上它早已被拓展到设计、科研等许多领域
在经济学中也可以找到对应的模型。研究表明，人一生 90% 的知识都是在实践中学到的。生命中的
一次之所以那么难忘，就是因为第一次实践中，人获得了新的知识和体验。</p> 
<p>**在编程学习中，这个理论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实验楼（shiyanlou.com）把“Learni
g By Doing”作为核心理念的原因。我们设计课程的核心，都是从让大家都能够动手实践，通过一步
的攻克小难关来积累知识。因为不动手写代码，就永远不会有“第一次”的体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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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这个现象体现到编程学习上就是：看书、看视频的时候都懂了，但一动手去写还是会卡住。<stro
g>问题出在哪里？耶鲁大学的一名老师，在毕业典礼时送给所有学生这样一句话：</strong></p> 
<blockquote> 
 <p><strong>Life is an ultimate experience 生活是一种终极的体验。</strong></p> 
</blockquote> 
<p>**道理是什么？**是别人的体验总结出的东西。当你亲自动手去写代码，就是在把理论化为自己
体验；就像当亲吻一个女孩子时，才能体验到“吻”的这个概念，通过看小视频是无法体会到。</p> 
<p>**Google 一下，有成百上千种经典的学习方法，为什么偏偏推荐给你这 3 个？**这三个方法刚
组成一条学习路径：
费曼技巧帮助你快速理解并掌握一个概念；
罗斯福专注指导你制定“苛刻”的
习计划；
杜威实践理论提醒你动手去内化、使用这个概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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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最后，希望 3 个方法能够切实地帮助到你；也希望大家亲手在实验楼去体验动手的乐趣！<stron
>我还有一个假想</strong>，如果把实验楼的这些实践课换成是许多性格不同的妹子，让大家每天
撩一撩，那大家都能够练成为撩妹高手也未可知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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