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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风”吹进皇姑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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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当西方社会发出“向中国儒家学习东方智慧”的时候，令我们汗颜的是，我们的孩子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经典

了解有多少呢？我们的学校又给他们提供了多少学习的机会呢？ 

  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说：“教育孩子，使他们懂得人伦之道，懂得生存之道，懂得人生进入文学化的人文修养，

这样就会使人倦眼顿开，欣然为乐之介。” 

  沈阳市皇姑区从2003年开始，在全区中小学开展国学教育，区教育局局长崔洪泉认为，国学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的

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开展国学教育就是让孩子们很好地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优良传统、民族精

神，从小立人，长大立国。 

  国学人生哲理丰厚，对儿童道德信念、文化能力、生活习惯的培养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国学是学科教育的延伸 

  开展学国学，读经典活动，切实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健全人格、人文素养，开启学生的大智大慧，并辅助语文教

学，是小学阶段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手段。 

  沈阳市皇姑区宁山路小学是全区第一所实施国学教育的学校，2003年1月，宁山路小学选择语文功底较深的老师

开展国学实验课，当时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级开展国学教学，实验老师按照自己所选内容授课，孩子们非常爱学。二

年级的孩子像唱歌谣似的学习《三字经》和《百家姓》，以为在玩，非常有兴趣。六年级的孩子有了感悟和感受，突

然之间接受到这么有哲理的内容，孩子们的心一下子活跃起来，他们问老师“怎么不早一点介绍给我们学呢？” 

  沈阳市第21中学还成立了国学教研组，上公开课、研讨课，教师参与面不断扩大，不单是语文老师，其他学科喜

爱国学的教师也在本学科教学中渗透国学思想。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刘兆伟认为，小学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启蒙时期，在此阶

段向学生传授国学，就是教他们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做生命的底色。国学涵盖的内容丰富而且多元，在众多的经典中，

学校选择了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优良品德的精彩篇章，《三字经》《弟子规》《诗经》《论语》《中庸》《大

学》《孟子》等教材，是个有益的尝试。 

  教育专家还指出，小学是人记忆力最强的黄金阶段，此阶段有意识地让孩子多读一些经典，然后在生活中慢慢体

会，会终生受用。同时，教学方式要以读背为主，加强教师范读，采用多种形式让学生读出声、形、情味、神采，朗



朗上口、熟能成诵、诵能成背、不求甚解、轻松愉快。愉快中，体会母语之美，体会经典中那灵巧的修辞，畅达的语

句，周密的谋篇，潜移默化间，开启智慧，培养天性。 

  国学融于学校整体工作 

  国学经典，有很深的根源，直指人的心性。它讲到自然界的生存，讲了人生的理想、政治的智慧、历史经验、审

美的情趣等。因此，学校的国学教育不能单摆浮搁，应融于学校的整体工作之中。 

  在皇姑区的很多中小学校，国学都渗透到学校的各个环节和角落，学校为师生创设出良好的人文环境与文化氛

围。在学校的走廊里，国学经典语言比比皆是，而且均以书法的形式出现，突显深厚的内涵。每个楼层，都根据学生

年龄特点、心理特点设置了经典诗词图片，悬挂于校园墙壁，方便学生诵读。下午学生离校之前，学校常常播放古典

名曲，使学生时刻感受到国学文化的熏陶。 

  皇姑区还将国学在各学科、各项活动中进行渗透。学校除了在品德、社会、自然等学科渗透国学内容外，还在音

乐课、美术课、体育活动、艺术活动、升旗仪式等活动中增加了能体现民族文化的内容进行熏染。 

  宁山路小学接待过一个日本教育交流团，学校安排了能体现民族文化的三节课，工艺实践课扎染，美术课中国

龙，古诗词学习。课堂上日本朋友兴致大增，每节课都是上到一半，他们就情不自禁地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和学

生一起学习、制作。 

  古人云：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经过一段时间的国学课程学习，学生家长们从最初的观望、疑

惑，认为影响孩子的课程学习，到如今的支持、参与，鼓励孩子多背诵经典篇章。一位家长动情地在国学反馈卡上写

下这样的文字：树的影子再长，也离不开树的根；孩子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妈妈的心；教育无论怎样创新，也不能忽

略对传统文化的弘扬。这发自内心的真诚、质朴话语，是对开展国学教育的最好诠释。 

  国学教育要因地制宜 

  开展国学教育还要放开眼界，认真参考借鉴外地和南方的成功做法，结合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发挥各自的独创

性，不能盲目跟随。 

  国学教育本身也有内在的规律性需要遵循。教育专家刘兆伟认为，人的身心发展是分阶段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

的侧重点。学生时代是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前期，国学教育在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要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

律和年龄特点，确定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教育重点。 

  作为“中国教育学会国学示范校”，皇姑区珠江五校的经验是，在幼儿和小学低年级，主要注重基本的扎根教

育，以《弟子规》、《三字经》为主，不需要孩子弄懂，只要熟读熟记；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可以简单讲解，推荐

《论语》、《大学》、《中庸》、《老子》等国学经典。同时，教学时注重适应儿童的智力特点，在专心记诵中培养

天性，开发学生内在的智慧。“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率先开展国学教育的宁山路小学提出，国学教育要注重生活实践，尤其在涉及到习惯养成、道德形成、人格成长

时，更应该如此，教师与家长的表率和引导作用非常重要。要把阳光送给别人，自己心中首先要有阳光。所谓教，就

是上所施、下所效。在师生共同学习，家长和孩子共同熏陶过程中，把中国文化的经典教育扩展到家庭和社会层面，

学校教育在这里就发挥着贯穿联系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纽带作用。 

  开展国学教育会不会影响到学科教学？崔洪泉认为，在教学大纲上，有的国学内容已经有了，有的目前还没有。

但国学教学基本是学科教学的补充和拓展，每个学校都在完成学科教学的基础上开展国学课程，而且，各学校结合学

校、年级特点，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国学教学对学科教学起到促进作用，反而更提高学生对学习的兴趣。 



  “春萌之草，只见其绿，不见其长。”传统文化经典的教学，道德与智慧的开发，短期内也会有效，但更主要的

是一种长期的精神滋养，适应少儿特点和规律，对于孩子来讲，早打基础，受用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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