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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今儒学越来越热门，除了民间各种“国学营” “文化讲坛” “读经班”等目不暇接，

许多校本课程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为号召，加入弘扬儒学的队伍中，但多半只对学子起到知

识学习的作用，缺乏儒家人文精神的理解，更谈不上对价值观的塑造。从儒学思想具有的开创性、现

实意义、信仰价值以及蒙学教育的潜移默化功能等几个方向，论述开发儒学校本课程的必要性，并说

明中、小学阶段儒学校本课程的教材、目标、课时、教法、师资，应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

的原则来建设，才能够贯穿中小学教育始终，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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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学课程概况

以“儒学课程 /主题”为检索条件，中国知网

( CNKI) 显示结果共 245 条 ( 2017 年 12 月 7 日检

索) 。从发表年度来看: 1990 年以前 3 条; 1991 －

2000 年 10 条; 2001 － 2010 年 76 条; 2011 － 2017

年 156 条，可以看出 “儒学课程”是 2001 年以后

才普遍被学者们所关注的课题，且热度持续在增

加。早期儒学课程的讨论偏重在新加坡、日本、越

南等地的儒学教育情况，或是当地课程如何受到儒

家思想的影响。如梁元生等人 ( 1990) 提及新加坡

在“19 世纪” “20 世纪初”以及 “现代”三个时

期的儒学教育施行情况〔1〕; 梅人朗 ( 1996 ) 指出

古越南医学文化深受中国传统儒学的影响〔2〕。此

外，也有关于历代儒学课程的认识及解读，如牧野

修二 ( 1987 ) 论 述 元 代 的 儒 学 教 育〔3〕; 李 太 平

( 1997) 探析宋明理学的德育思 想 特 点〔4〕; 廖 梅

( 2002) 提到清末民初儒学的现代化及中止历程〔5〕。

2007 年以后，开始有学校开设儒学课程的讨论，

如马莉英等人 ( 2007) 提出儒学应成为大学生的必

修课〔6〕; 吴薇 ( 2008 ) 论述了儒学文化设置为校

本课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7〕。

但整体来看，中国在现代化的教育历程中，对

传统儒学的弊病批评甚多，加上历代学者对儒学人

文精神的误解，甚至是曲解，导致今日国人还存有

不少疑虑与困惑。笔者在高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

程多年，学生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多数表示应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 “糟粕”是什么可

以侃侃而谈，如三纲五常的封建遗毒、愚忠愚孝的

思想禁锢; 但对于“精华”是什么却所知甚少，这

不得不让人忧心传统文化的未来。中国国学传统曾

因历史原因停滞数十年，2014 年 3 月 26 日教育部

颁布的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可以说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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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与支持，2017 年 9 月更宣布未来全国中小学义

务教育的语文教材实行统一的 “部编本”形式，

到 2019 年实现全国总覆盖，揭示一纲多本正式走

入历史，而这其中最大的变化即是传统文化、儒家

经典类的篇目大幅增加，但在现有的中小学课程架

构下，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需要什么样的师资、

教材、教法和学习目标的讨论仍十分缺乏。曾经有

学者感叹: 现在看起来虽然儒风大盛，但没见到儒

学的新流派，也没新理论，从前留下来的学术问

题，关心的人也不多。关键就在于儒学研究不同于

其他学科，没有速成捷径也没有特殊门道，必须从

义务教育阶段就打好根柢，而中小学的校本课程无

疑是其中最适合的教育开展途径。传统儒学文化与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其实并不相违背，其中所蕴含的

智慧与哲理，更可说是解决今日诸多社会乱象的良

药，尤 其 是 道 德 问 题， 如 英 国 哲 学 家 汤 恩 比

( Arnold Joseph Toynbee)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就曾提

出: “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

孟学说。”所以传统儒学文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所要

推广的核心价值观不仅不冲突，反而有相辅相成的

良性作用，并能对诸多社会乱象达到纠正引导的教

化功能。

二、开发儒学校本课程的必要性

当今的语文教材内容虽然经过调整，传统文化

篇目大幅增加，但仍处在实践性阶段，学校在校本

课程中尝试开设儒学课程，必须深刻认识传统文化

对人文价值观的发扬意义。
( 一) 儒学具开创性与现实指导意义

部分民众认为儒学是过时观点，与今日社会现

实脱节。回顾孔子在春秋时期所树立的三项创举:

一是打破贵族垄断教育，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讲

学; 二是建立不攀附任何私人势力的思想学派; 三

是以“道德伦理”作为教化核心，将国家、社会

和个人联结成一般老百姓都应该持续关注和努力推

进的方向。2500 年前的三项创举至今仍具有普遍

的现实意义，如 《义务教育法》规定: “适龄儿

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

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

利。”而作为核心素质的 “德育”课程，更是学子

品格建立的重要指标。回顾孔子在《论语》中的教

学方法，一是从生活中取材; 二是当学生遇到难题

时，通过集体交流和研讨分享经验; 三是孔子能够

旁征博引并建立起不同经验之间的联系，让不同学

生得到适合自己的解答。三项教学法的重点皆放在

“道德引导”而非 “道德要求”。有人认为儒家讲

“尊师重道”是导致学生被动接受的单向式教育，

事实上这种上下权威式的教学法不是孔子所创，更

不会为其所乐见。孔子说: “回也非助我者也，于

吾言无所不说。”意即在责备颜回对老师所讲的话

句句顺从，从来不提出意见，达不到教学相长的教

育目的。
( 二) 正确认识儒学的精华与糟粕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愿意相信传统文化是保守

的、落后的、腐败的，是造成近代中国抬不起头的

糟粕。但中国讲儒学，不是近两三百年才讲儒学，

过去讲儒学也曾创造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汉唐盛世。

儒学的主张，有其时空背景下的难题要处理，以两

千年后的眼光一味批评其迂腐、守旧，显然既不公

允也不客观。如孔子所说的 “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有人认为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侵犯

了人权，巩固剥削制度。事实上，孔子谈话的对象

是骄奢淫逸的齐景公，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了

这句话，语义上是告诫齐景公若要治理好国家，首

先得把你“君不君”的毛病去掉。孔子认为春秋乱

世的根本原因，在于“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越分

僭礼”，只要人人各安其位，把该尽的角色职分尽

到了，天下自然大治。忽略 《论语》的谈话语境，

断章取义地大肆批评，只能说明没真正读懂儒学。

如果儒学之道是为统治阶级而服务，孔子为什么要

提出在教育上要打破阶级的 “有教无类”? 如果孟

子屈服于封建礼教，为什么要说“民为贵，社稷次

之，君为轻”? 孔子、孟子又为什么周游列国，却

一直找不到能够辅佐的仁君?

受儒学教育的影响，隋唐以后读书人实现自我

价值的方式，是通过科举考试打开仕途，进入统治

阶层的核心群中。这也常招致现代人误解，认为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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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所传布的教育旨趣在于功利性的 “做大官、

发大财”，甚至和 “光宗耀祖”联系在一起。事实

上，儒学最重要的信念，在于 “爱人”两字。儒

家的“爱人”不是盲目的爱、没有差等的爱，其

具体做法是 “推己及人”，也就是 《大学》所讲

的: 先从彰显自己光明的德性做起 ( 明明德) ，行

有余力再去爱人 ( 亲民) ，最高境界是把天下给治

理好 ( 至善) 。儒学出身的读书人为什么喜欢当

官? 不是个人的功利取向，而是当自己德行培养好

了，书读好了，下一步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即“学而优则仕”的责任承担。如今我们看到部分

学生对人不关心，对己不负责，于 “分数”之外

的一切事物皆冷眼漠然。儒学教导我们读书以外的

人生意义，除了修养身心更在于日后为人服务; 最

好的爱国方式，就是先把品德修养好了，书读好

了，遇到适当时机，能够毫不保留地站出来贡献所

学，任重道远，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责任。
( 三) 找回“道德信仰”的力量

美国夏 威 夷 大 学 中 国 研 究 中 心 教 授 安 乐 哲

( Ｒoger T． Ames) 留意到中国青年常被指缺少 “信

仰”。北京大学徐凯文也指出: “北大一年级新生

中有 40. 4%认为活着没有意义。这群优秀的孩子不

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得到什么样的东西，总是想

在各方面做得更好，但又了解不断努力的人生似乎

没有尽头。”这个问题在于现代化教育过分强调人

的工具价值而忽视精神价值的追求，每个学生都想

当个别人眼中 “有用”的人，衡量的标准是外在

的分数、绩 点、未 来 好 不 好 找 工 作。但 “有 用”

本身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词，它把人当 “东西”

看。其结果是当一个人没有理想、信仰，只有工具

价值的时候，唯一能驱动他的只有利益。西方哲学

家常问: “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早在两千多年

前，孟子的 “人 性 论”已 经 尝 试 解 答 这 个 问 题，

孟子认为: 人的价值在于人生而俱有的普遍善性。

所以他说: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

天矣。”孟子的心指 “善心”; 性是 “善性”，只要

把人的善心、善性扩展到极致，就会知道天理如

此，也就是完成天所赋予人的使命，了解人之所以

不同于禽兽的意义。如果像告子所讲的 “食色性

也”，外向逐利必然会面对的问题是: 人所要满足

的欲望无穷无尽，到头来还是得反问，我追求这些

有什么意义? 但这样的问题几乎不曾出现在中国儒

学家的人生困惑当中，儒者讲求内在自省，讲推己

及人，自己修养好了，于人于事于物尽了全力，得

与失也没什么好计较。所以即便孔子周游列国十几

年，期间陈蔡绝粮七日，累累若丧家之犬，但翻遍

整部《论语》也找不到半句抱怨的话; 所以即便范

仲淹身居江湖，遭受贬谪，仍心怀“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因为外在的得与失

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你有没有尽了人应尽的责任。
( 四 )“蒙学教育”的潜移默化功能

中国“蒙学”的历史源远流长， “蒙养书”
“小儿书”多半出自名家之手且长期被当作教材并

随时代递嬗而增补、更新，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如蒙养书在编纂技巧上，多用短句、韵语和对偶形

式，以便于小儿诵读和记忆。此外也多掺杂历史典

故、人物故事、民间风俗等富有趣味的材料，以增

加儿童的阅读兴趣。在教授基本知识上，蒙养书始

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

字，各项杂细事宜，几乎无所不包。以 《幼学琼

林·岁时》为例，就把传统重要节日及风俗习惯概

括得清清楚楚。在道德伦常上，蒙养书注入儒家道

德伦理观，如 《三字经》曰 “人之初，性本善”，

开篇即阐述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理念，并用精练的

语句概括了三纲、五常、九族、十义等伦理道德纲

要，以期 达 到 敦 人 伦、美 教 化、淳 风 俗 的 效 用。
《弟子规》通篇贯穿《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

以学文”的旨意，并依序记录生活中应该如何践

行，被喻为 “开蒙养正之最上乘”。但直至今日，

部分人仍视这些蒙学课本为封建礼教残害学子的腐

朽教材，如 1080 字的《弟子规》，好事者挑来拣去

拿“事虽小，勿擅为; 苟擅为，子道亏”“物虽小，

勿私藏; 苟私藏，亲心伤” “亲有疾，药先尝; 昼

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咽; 居处变，酒肉

绝”等几句 “糟粕”来说事，忽视通篇待人接物

的道理，未免有失公允客观。细细琢磨，《弟子规》

的教授对象是童蒙，“事虽小”等四句说明幼儿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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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动造成错误，让父母担忧，有失子女的本分算

不上什么糟粕; “物虽小”等四句有宗法家庭制度

上同居共财以避免兄弟产争的意义。如今宗法制度

散了、个人意志解放了，却时不时有闻不顾父母之

养者、成年在家啃老者、父母尚存争产者，对于这

些社会问题未必没有借鉴意义。“亲有疾”等八句

并不是真 要 你 尝 药、绝 酒 肉，字 面 上 的 “尝 药”

是知道药的冷暖; “绝酒肉”是不寻欢作乐。我们

读经，不是只有 “法其文、识其字”，而是要 “体

其意，会其神”。再说孩子读这些童蒙教材，会在

生活中转化为合理的应用方式，不会一味地歌颂，

开始全套照搬，变成了呆板的古人。

三、如何开发儒学校本课程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提到应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

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文

化知识等教育环节。下面以儒学校本课程的教材、

目标、课时、教法、师资为重点，探讨中小学阶段

如何推动儒学课程的建立。

( 一) 关于教材、目标及课时

儒家经典浩如烟海，该如何选择适合不同年

龄层的教材成为一大难题。我们参考古代不同学

习阶段所用的教材并配合当前实际的教育环境，

提出适合小学到高中的儒学教材以及教学目标建议

( 见表 1) 。

小学一到四年级适合读蒙学书，选用 《三字

经》《弟子规》的理由是教材的节奏性强，生字重

复率低，且多蕴含历史典故，随处也可以找到各式

类型的辅助教材，对于刚接触蒙学的孩子具有一定

程度的吸引力。该阶段正规课程的语文教育以知识

学习为主，蒙学教材正可作为德行教育的补 充。

五、六年级开始讲解经籍义理，我们知道汉代 《孝

经》就被选为蒙学的入门教科，难易正适合这个年

龄段的孩子，且此时正值逆反心理初起以及外诱纷

至的成长期，十三经首选 《孝经》，除了使 “亲亲

之理”常存于心，更可以让学生了解如何放下自

我、谦和进取以及包容别人。关于诵读课时，我们

建议学校安排每日诵读半小时，一周五日共 2 个半

小时，每周再利用校本课程时间讲解大意。小学阶

段《三字经》《弟子规》 《孝经》字数不多，要求

能背诵、会默写应是游刃有余。

表 1 儒学分级教材及教学目标建议

年级 书目 教学目标

一年级—二年级 《三字经》

三年级—四年级 《弟子规》

1．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蒙学教材，并养成自主诵读的习惯

2． 能够用自己的话说出经典语句的意思，并自觉去实践

五年级—六年级 《孝经》

1． 了解孝顺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每个子女应尽的责任

2． 掌握适当的孝顺行为和方法

3． 懂得人在家庭、学校和社会应扮演好的角色，进而能够自律、自重、

自爱

七年级—九年级 《论语》《孟子》

1． 在自我人格养成之时，能够及早立志，并坚定向上

2． 有基本的道德追求，尤其在义利冲突的情况下，能够坚守道义

3． 凡事能够多关心别人的想法，对弱势者有同理心

4． 遇事不推诿、不抱怨，能够反求诸己并及时改正缺失

5． 做事诚恳、踏实。不说大话，不做踰矩之事

十年级—十二年级

《礼记》选读、

《诗经》选读、

《左传》选读

1． 懂得礼的作用、具体的规定，以及古人如何在生活中践行这套礼仪制度

2． 了解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效

3． 通过历史事件了解经典所蕴含的道理，能够以事明理、以事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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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至九年级读《论语》《孟子》。《论语》为孔

子教学时的应答语录，篇幅简短且文义浅显，可以

培植为人、为道、为学的根柢。《孟子》除了继承

《论语》德治观念和对人道社会的理想，也有较为

具体的构想，如孔子说: “性相近，习相远”; 孟

子进一步强调 “性善”，凸显人之不同于禽兽的意

义。朱熹说 “读 《论语》，以定其 根 本; 读 《孟

子》，以观其发越”就是这个道理。随着中考、高

考压力增加，诵读时间可以适度调整。初中三年，

原则上《论语》《孟子》要读全本，但不强求背诵。

如果教学环境不允许，可以适度删减，如我国台湾

地区中学阶段必选课程所采用的 《中华文化基本教

材》，用的就是 《论语》 《孟子》的删减本，亦可

作为借镜之用。

高中三年的教材，我们参考了清代癸卯学制的

经典传授顺序， 《孟子》后接 《礼记》《诗经》;

《诗经》后接 《左传》。癸卯学制虽也在中间夹杂

了《书经》《易经》，但《尚书》是出了名的难读，

连大学者韩愈都以“诘屈聱牙”视之。《易经》虽

富含哲理，但谈起来太抽象，且多涉及占筮，学生

读起来辛苦，也不适合当前的教学需求。选择 《礼

记》《诗经》《左传》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高考课

业繁重，这些经典可依课时的具体情况挑着来读，

每周至少精读 2 篇，《诗经》读过的篇目要能够背

诵。至于怎么挑，授课教师可以挑自己有感悟的，

挑能够和现实环境相结合的，挑可以对当时历史背

景、礼乐制度有进一步认识的。各出版社也有专家

筛选过的选读本可供授课教师参考。

( 二) 关于教法

受传统私塾或乡学教育影响下的儒学教育，特

别强调“吟诵”的教学方式，这在强调引导式教

学、兴趣式教学的今日，显然已经过时。然而不能

否定“吟诵经典”有其正面意义，医学博士林助

雄的研究即表明: “儿童读经背经的过程类似念唱，

眼睛看经典文字为透过视觉作用刺激右脑，而念唱

的律动也启动了右脑，至于仔细整理辨字以便记忆

则是左脑的工作，所以，整个读经过程恰恰动用了

左右脑功能，使左右脑运作得以同步，根据研究，

左右脑能有同步效用时，学习能力可增加 2 至 5

倍。”〔8〕在小学一到四年级的蒙学阶段，孩子物欲未

染、知识未开之时，应多以诵读记忆为主。只要在

孩子心里埋下种子，随着理解力增强及阅历的积

累，其中道理自可在孩子心里发芽茁壮。五年级以

上开始读《孝经》，就不可只诵不讲。胡适曾提到

在村塾读书的九年期间，交两块银元的学生单单高

声朗读记颂，先生从不劳神讲解所学所记，初念有

韵之书时尚不十分叫苦，后来读散文全不懂得书中

旨趣，导致学生赖学逃课; 自己则得益于母亲学金

交得多，先生每字每句讲解，使得一生受益〔9〕。经

籍语句有其时代局限，一定要讲解且要注意能够和

孩子的生活经验相结合。笔者中学时读 《论语》

《孟子》，教师经常粗解课文大意后，便发下相关的

新闻剪报让同学阅读，读完后要众人各抒己见，再

加以引导。只要教师留心，即便是两千多年前的教

材，处处仍有现实借鉴意义。

( 三) 关于教师

部分学校虽开设了儒学校本课程，却是把教学

任务分派给语文教师来担任，由他们随意发挥，教

师自然也上得心不甘情不愿。儒学教师首重 “树立

榜样”，自己表现出对经典的兴趣和热情，自然也

就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其次要带着 “温情与敬

意”来读这些经典，不要过度吹捧，也不要随意贬

谪经典价值。常有人说要带着“批判性”眼光来看

待传统经典，把好好一本经典批评得一文不值，结

果学生不了解经典的时空背景下要解决什么困局，

更遑论从中体会到什么现代意义。原始儒家讲的是

生活伦常，没有太多抽象难解的观点和道理; 历代

儒者的解释中，孔孟的很多思想遭到断章取义和扭

曲，如无条件的愚忠愚孝，都不是原始儒家所倡

议。曾子遭父亲痛打时不闪不避，孔子发了顿脾

气，要他“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齐宣王问

为官之道，孟子说当君王有大过，贵戚之卿应反复

劝谏，劝谏不听可以废掉君王。异姓之卿若劝谏君

王不听，则应当离开。因此“君要臣死，臣不得不

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谬论，都不是孔孟

原义。授课教师谈儒学要直承原典，不可随意曲义

65



课 程 与 教 学

比附。近年来社会上出版了许多通俗讲本，内中颇

多断章取义或片面主观之言，可适当参考但不适宜

拿来直接教学。

四、儒学校本课程的创新价值

清末随着科举制度废除，读书人失去 “学而优

则仕”的晋升途径。但从 1904 年清朝颁布的癸卯

学制来看，初、中、高三级教育体制仍详细规定了

儒学课程的授课教材、所需学时、讲授重点以及教

学目的。到了 1911 年，中央教育会通过初等小学

堂不设读经讲经科后，学堂读经才走进了旧历史。

值得玩味的是，当时针对学堂 “是否废除读经”

这项议题曾有过正反双方激烈的辩论，即便是到了

“剑拔弩张”的时刻，双方也一致肯定儒学经典在

维系人文教化和维护德治取向的社会价值观方面发

挥着重要功能〔10〕。但随着课程的现代化，很长一

段时间，儒学经典都不曾系统化地进入教学舞台，

导致“由智达德”的教育价值观逐渐崩解。除了

学生还没学会规矩，还不懂礼仪文化，就高喊要挣

脱礼教束缚外，更大的问题是对传统文化的曲解和

贬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讲 “有教无类”的

孔子变成封建阶级制度的维护者; 也不知从什么时

候开始，讲 “未知生，焉知死”的孔子变成迷信

守旧的老古板。近年来随着经济高度成长，带来的

不只是物质欲望的满足，同时也蓄积着对精神文化

的渴求，如图书排行榜常见国学著作、电视网络上

常见国故解说、民间社团常见国学沙龙，一时之间

谈圣人、讲儒学成了一种时尚。但包装后的儒学除

了读经班的学费、文化名人的出场费所费不赀; 经

典往往被断章取义、肆意解读更令人忧心。或许，

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口号喊得太快又太响亮，许多

人经典还没读过几句，就急着跳出来教别人读国

学。我们看过很多读经班所选用的教材，恨不得把

所有儒学经典全塞给孩子，许多父母也以孩子能够

多背儒学经典为荣。事实上，儒学所谈论的都是生

活当中的寻常道理，在蒙学阶段可以藉由诵读的方

式，将这些道理植入孩子的心灵里、血液里。但不

可忽略的是，父母的言教、身教，本身就是蒙学阶

段最好的老师。随着孩子人格的发展，读经除了要

选择相应的经典，也要注意和现实环境相结合。本

文根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要求所

选用的八本经典，完全适合今日以校本课程的形

式，开展儒学教育，进而达到“加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关学科建设”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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