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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套传统文化教材培养学生“完美人格”
各学校可自愿选用,教学中寻觅良师成为难点

目的 通过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完美人格

内容 儒学养正，兵学相佑，道法自然，文化浸润

难点 教材已成，良师难觅

昨日，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
教材》在国家教育行政院首度正式发
行，这是国内唯一一套已成系统的传
统文化教材。该教材主要由教育部

“十二五”教育科研规划课题“中国传
统文化与当代教育”研发编制，是该
课题组阶段性研究成果，旨在使青少
年在18岁以前能系统接受传统教
育，循序渐进地诵读和学习中国传统
文化的优秀典籍。课题承担单位为
中国国学文化艺术中心。

目前，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尚未
进入国家课题体系，没有课程规划
与课时配备，也未列入国家实验课
程，处于课题式研究、试验阶段。教
材发布之后，各地教育局及学校可
以自愿申请加入课题，在具体教育
过程中试用这套教材。

关于传统文化，为何教，教什
么，怎么教，是近年来教育界讨论的
热点话题。这套教材从一定程度上
对此有所解答。

该教材首次提出，传统
文化的教学目的，应该定位
于“完美人格教育”。

教材编写者认为，孔子
所说的“子弟入则孝，出则
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仁亲，
行有余则以学文”，实际上
就是以人的品格为首要教
育目的。由于中国现代教
育否定了以儒家文化为代
表的传统文化，放弃了“仁、
义、礼、智、信、忠、孝、勤、

公、省”为核心的人格教育，
又未建立与现代“公民人格
教育”体系，故而中国青少
年人格教育的空白和缺失，
令人焦虑。他们期待通过
传统文化的熏陶，孩子们可
以具备良好行为规范，高雅
审美情趣，传统道德操守，
以及深邃哲学思想。

与此同时，教材编写者
认为，儿童的文化品质和精
神境界等非智力因素将是成

功人士的重要基石。而传统
文化中，有“天下为公”的理
念，“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
神，“先天下之忧而忧”的
胸怀，“宁为玉碎，不为瓦
全”的风骨，“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操守，“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的原则，“天行健，君
子 以 自 强 不 息 ”的 意
志……这些都是“宝贵的
人 生 态 度 ”，至 于 何 谓 成

功，编写者未加以解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
想源泉和原动力，同时传统
文化所倡导的高尚精神，
也是当今社会道德沦丧最
有力的救赎工具”，昨日与
会的中央教育科学所原副
所长滕纯、教育部基础教
育课程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曹志祥不约而同提到这
一点。

据悉，教材在编制过程
中，有一些著名文化学者参
加，但因为传统文化并不是
一个成熟的学科，他们不愿
意在教材上加以署名。而
一些专业学者，研究成绩虽
蔚然有成，考虑到他们与中
小学教育存在隔阂，课题组
并未将其邀至教材编写过

程中，相关负责人称：“经典
研究与将经典开发为学校
课程，是两回事”。在该教
材致谢页中，北京大学孔庆
东教授亦在其列。

记者在该套教材的目
录及其附加的教学模块表
中，发现一些有趣的搭配，
比如一年级以《弟子规》为核

心，附以中国传统历法与节
日，教材研发者认为传统历
法与节日是民族传统文化中
的精华，可增强社会认同感
与凝聚力，有助于激发青少
年的爱国热情。二年级以

《三字经》为核心，附以中医
与儿童保健，强调从儿童保
健的角度，按春夏秋冬顺序，

从日常的饮食中让孩子们了
解传统中医。而以《大学·中
庸》及《道德经》为核心的高
年级课程，则附以瓷文化、玉
文化以及传统曲艺的欣赏。
编写者在对课程体系的诠释
中，皆对其“有助于激发学生
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的
教育功能加以强调。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教 育
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现
已通过北京市中小学地方
教 材 初 审 。 编 写 教 材 的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教
育”课题研究和新教材实
验，也已经在北京市通州
区、大兴区，嘉兴市，河北
省滦县、鹿泉市，江西省上
饶县，山东省恒台县等地
区展开，但未生成具体教
学评估。据课题执行主任
张健介绍，很多学生都喜

欢这些课本，甚至认为它
们 比 当 前 语 文 课 本 要 好
看。目前最令人头疼的问
题，是专业师资的缺乏，他
说：“很多老师在自身学习
成长的过程中，与传统文化
有一定距离，对它并没有深
层次理解，因此很难自如展
开教学。”

按该教材课程设想，在
传统文化的教学过程中，
须将国学经典教育、中国
传统文化研习、诗词美学

欣赏三大体系融为一体。
这 意 味 着 需 要 深 谙“ 诗 、
书、琴、艺、画”的教师才能
有效任教，而如今，“腹有
诗书气自华”的教师，在中
小学里已是稀缺资源，遑
论琴、艺、画。因此，接下
去他们面临的最为艰巨的
任务，就是培养具有传统
文化基础和传统艺术修养
的专业教师。

传统文化专业教师的
培养，将是一个非常缓慢

的过程。由于国家层面尚
未有相关政策，全国各地
的师范学校，未展开相关
的教育培训。现在唯一一
个“国学教育”本科教学基
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其主干学科为教育学与传
统文化概论，已与“中国传
统文化与当代教育”课题
组有合作。目前，传统文
化课程专业教师的培训，
主要由课题组和人教社学
科教研室承担。

在昨日的发布会上，这套传统文化教材正式揭幕。 新京报记者 孙纯霞 摄

该套教材以《弟子
规》、《三字经》、《千字
文》、《声律启蒙》、《论
语》、《孟子》、《孙子兵
法》、《大学·中庸》、《道
德经》、《古文观止》等
经典为课程核心，低年
龄段以蒙学为主，中年
龄段以诗词音律为主，
高年级则以中国传统
哲学思想教育为主，同
时兼顾民俗文化和传
统 艺 术 教 育 ，将 茶 文
化、中国年画、京剧文
化、传统书法、传统音
乐 欣 赏 都 纳 入 其 中 。
并概之为“儒学养正，
兵学相佑，道法自然，
文化浸润。”

■ 教材概况

当下义务教育阶段
的中小学教育，中考仍
是最为主要的教学导
向。现场一位小学教师
向记者感叹：“如果教育
课程不进行全面调整，
加入传统文化课，无疑
将给教师与学生带来极
大压力。”而一位前来会
场表演吟诵的孩子则表
示，他对传统文化课非
常感兴趣，但因为有中
考，很难把精力放在这
些课程上，“当然，如果
传统文化课也要考试，
也许我就没有那么爱
它啦。”

“中国传统文化与
当代教育”课题执行主
任张健称，中国现代基
础教育自其生发之始，
为追求国家现代化，力
推西方文化，而将中国
传 统 文 化 剔 除 在 外 。
基础教育体系中西文
化 所 占 比 例 极 不 对
称。当下社会道德滑
坡，国人不知何以为中
国人，“是时候将中国
传统文化作为当下教
育的重要资源与核心
资源了，毕竟，中华文
化的复兴，必须从我们
的传统文化起步，我们
的信心，也正在于此”。

■ 声音·教师学生

■ 声音·编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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