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威先生一再强调 ． 要培养儿童的社
会能力和洞察能力 ． 主要让儿童循着历史上
人类的进步足迹前进 ． 立足当下 ． 了解过

去 ． 还要适应未来－
每 一 门学科都有自己认识世界的独

特方式：语文课要让学生体验到文字的味
道及汉语的独特魅力；数学学科要让学生
感受到公式和定理的简洁美和精确美：科
学学和服让学生认识到人类追求技术的改

进、挟得真理的 历程……我们不能将所有
学科的知识零碎地甜开来喂给学生 ． 只有
穿越阳识本身 ． 让他们发现知识 ． 进而创
造知识 ． 他们才会真正成为人类文化的传
递者 ． 教育的 文明才能得以体现。二

阅读大师 ． 更是挟得思想的启迪．． 敬
育的文明进程 ． 需要的不是隔岸观火者 ．

而是思想者和行动者：

（王夭锋，扬州市梅岭小学西区校，
22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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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众多的蒙学教材中 ． 最具代表性的

是号称··三、 百 、 千
”

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
文）其中尤以《三字经》影响最大乙《三字经》相
传是由南宋名儒王应麟编撰的 ． 也有称其编撰者为
宋末区适或明代黎贞之说．；《三字经》自成书后 ．

很快成为中国占代流传范围最广的宗学教材，J 清
王朝曾规定 ． 儿童初入 社学 ． 八岁以下者 ． 必须先
读《三字经》乙 历史上流传过的《三字经》增补 、 注
释 、 注音 、 在国 、 自ill刻版本众多． 包括将《三字经》
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的《蒙汉三字经》《满汉三字经》
等等ν 在国外 ． 《三字经》有英 、 法 、 拉丁等多种译
本 ： 1990年联合国数科文组织将《三字经》选入该
组织编辑出版的《 儿童道德丛书》 ． 向全世界推荐．：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的 成功典范．：
从历史层面看 ． 《三字经》的成功主要由于其集中
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文化的内在要求 ． 与我国历代
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相契合：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科
尔虽所言：你想在国家里得到什么． 你必须在学校
里投入什么．国家是什么． 学校就是什么乓三字经》
中 ． 学习的目的就是 “显亲扬名 ． 光前裕后

边到此自自甘 ． 必须··上致君. -n孝民
忠效命 ． 下为百姓造福施恩 ． 当然 ． 最根本的还是

··致君...；并且 ． 《三字经》中宣讲的 “三纲 ”

··五常”

正是维护封建社会君’权 、 父权 、 央权统治的精神仙l
锁 ． 是处理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 ． 其目的在
于锥护封建统治．． 在封建社会中 ． 这样 “从桂桂抓
起

”

的精神卫道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 ． 因此 ． 《三
字经》才会盛行 ． 并出现了前文提到的情王朝规定
儿童必学《三字经》的现象心

当然 ． 《三字经》 中也蕴涵着很多对于当今语
文教育仍然有着十分积极作用的 教育理念和教学
方法 ． 笔者拟就此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

我们苦口婆心地劝导学尘 ． 在学尘生命成
长的过程中 ． 我们是以尊茧的方式还是干
预的方式进行教育的？这两者形式上虽有
交叉之处 ． 本质上却完全不同；

有句老话说道：鸡蛋从外部打开就是
食物 ． 从内部打开就是生命，J 当我们判断
某个具体的行为是真正的教育活动还是一

个粗绕的干预 ． 重要的要看是否尊重了学
生的个体 ． 是朝着优化的方向去发展人 ．

还是一昧地依据敦l腑的观点去强迫入？这

也是教育的文明与野蛮的重要分水岭心

很多敏师觉得工作非常贮 ． 为什么这
么忙？他们认为除了日常的 教学工作 以
外 ． 还要应付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 ． 更要
管在子班级的学生．．吃饭要管 ． 上厕所要管 ．

作业不完成要管 ． 似乎所有的都要老师去
笛’一管 ． 不管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 不管’

就不是一个仔老师4

笔者认为 ：
一 个好教1邱绝不是

．．

管家
婆
上来舌 ． 应该是一 个进化的过程 ．

一个自
我调整 、 逐步适应的过程 公 教育 ． 应该让
儿童逐步在认识自我 、 多元选择中 ． 学会

调整自己内在的 生长模式．． 儿童成长的进
化 ． 就是教育方式文明的体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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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正子蒙一一《三字经》的识字教学理念

《三字经》作为蒙学教材 ． 肩负 “养正于蒙
”

的
使命 ． 即在儿童启蒙之际施以正当的教育 ． 来启迪

儿童的智草 ． 培育儿童的品德 ． 使之健康成长： 所
以 ． 《三字经》在编写中尤其注重

“

识字
”

与 ··教化
”

的统一v
一方面 ． 《三字经》作为专供蒙童习字的 教材 ．

识字数学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首先 ． 《三字
经》明确丁识字教学的意义，二 ··首孝佛 ． 次见闻 ． 知

某数 ． 知某文号。

”

学知识就是学 会算术和认字么。 这
里 ． 表明了编者对识字写字敬学的意义和作用的认
识：识字写字数学是阅读和写作的前提 ． 是语文学
习的基础 ． 其质＃直接关系若语文教学的质在 ． 还
有以语言文字为基础工具的其他学科的教学质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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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心 另一方面 ．文化教育与 语文教育是相辅相成
的 ． 语文素养的养成 ． 需要深厚而广博的文化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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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 的《三字经》中 ． 我们可以看出 ． 其文

化内涵是相当丰富的 G

在语文方面 ． 首先 ．以《三字经》作习字敬材 ．

使学生掌握一些汉字的音 、 形 、 义. ：其日后阅
读 、 写作等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 这一点不再赞言：

其次 ． 《三字经》金篇使用三言句式 ． 单从句法的

角度看 ， 其中包罗丁文言盟各种基本的句式 ，既

使得语言错落有致 ． 又可以训练儿童的语言能力 ：

例如
“

头悬梁 ． 锥刺股” ··犬守夜． 鸡司晨” “蚕

吐丝 ． 蜂酿蜜
”

等等 ， 这种三字句是主 、 谓 、 宾主

要成分俱全的完整句子 ，是童蒙学习句子的最佳

范例 ．； 儿童通过反复诵i卖 ． 可以培养语’感 ． 了解

占代汉语 的基本陆法规范4 再次 ． 在阐述儿童宗

学的顺序之时 ． 也 传授了一些经典文学常识 ． 比
如《四书》的组成 ． 六经的构成 ． 《易经》之合称 ．

··书
”

的几种体裁 ． 《礼记》的作者与注者 ． 《诗

经》的风雅颂 ． 何为··春秋三传
”

等等J 这些当今

大学生未必能一一回答的文学：常识． 古时蒙学辈
子己了然于心 ． 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 最后 ． 在

前文中也提到过 ． 《三字经》中出现了众多文学

典故 ． 这既可以提高儿童的学习兵趣 ． 同时’对于

儿童的i杏文积累’ 也大有碑益 ．

在历史方面 ． 《三字经》只用三百多字就概

括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 、 朝代更迭 、 帝王兴
废的历史 ． 洋洋洒洒 ， 蔚为大观 ． 以史为鉴 ． 以史

育人 J

在哲学方面 ． 《三字经》主要涉及两点： 一

是孟子的
”

性普论

性之普也品 ． 扰＊之就下也．． 入元有不普· ＊元有

其次 ． 《三字经》TiirJ定了蒙学初步识字莹v《三字
经》金篇共计1140字 ．用字数为520字 ，J 据有关

方面统计 ． 国家语’委发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
表明 ． 在常用的3500个字中 ． 只要掌握500多个
常用字 ． 覆盖率就高达80%.，.《三字经》中选取

的是古汉语’当中的常用字 ． 儿童耗时不多 ． 即可

掌握很大一部分常用汉字 ． 这一识字茧的选取是
具有一定科学性的， 再次 ． 《三字经》的编写符

合儿童认知的特点 4《三字经》三字成句 ． 两两押
韵 ． 节奏整齐 ． 过渡自然 ． 读来朗朗上口 ， 易于记
诵 ． 同时 ． 教材在编排上用意义识记而非机械·识

记 ． 对于开发儿童智��起到了促进作用 ．： 经初步
统计. 1140字的短文中 ． 出现典故20处 ． 如 “孟
母三迁” ··孟母断机

” ··五子登科 ” “黄香扇枕”··孔

融让梨
” “赵普夜i卖” “编席抄书 ” ＂f1J、敬；悬发 ” “苏

奋刺股
”

等等 ， 这些故事浅显易懂 ． 生动有趣 ．

儿童在故事的具体语境下学习生字 ． 进行意义识
记 ． 事半功倍．：

另一方面 ． 《三 字经》对于儿童的品德教化

尤为重视4 尊老爱幼 、 谦逊礼让 、 守职尽忠 、 勤

奋吁学等品质都是其一再强调的 毛 通过感染 、 内

化 ． 从而促进儿童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

在《三字经》中． 识字教学和品德教化是互

为表旦 、 相互统一的 ． 两者有机结合 ． 从而真正

实现 “养正于蒙

二 、 综合建构一一《三字经》的语文教育观

“

文 、 史 、 哲不分家
”

的观点在今天仍深入人
心 、 一方面．文 、 史 、 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

之所在 心 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我们学习的语言文

字是民族文化的结品 ． 既负载着过去 ． 也传承着

文化 ． 因此 ．语文教育与文化教育本身就无法割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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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在各部分之中． 也讲究 内容的先易后
难 ． 层层递进 〈， 在日··划某敏

”

就需要
”

一而十 ． 十

而百 ． 百而千 ． 千而万
’

＼ ··识某文
”

也须由··三

才
” “

三光”

等简单名物过渡至
“ 九旗” “

十义
”

等复杂 内容 v iJII蒙也须有 一定JJI页序 ． 小学而后四

书 ． 诸子而后经传 ． “经 子j匾
”

方可..i卖i者虫

在《三字经》中．有很多 这样的语句 ． 如 1 、学终 ．

至四书” “

孝经通 ．四书热 ． 如 六经 ． 始司i卖
”

· ·经

既明 ． 方i卖子
” “经 子jfil . i卖诸史

”

等等 ． 一方面

起到了衔接过渡的作用 ． 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编者

较强的程序教学理念 J 知识序列的呈现环环相

扣 、 层层递进 ． 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 同时 ． 各知

识点 又处于 一个整体中 ． 具有明显的系统性 4 这

是非常先进的程序设计理念 ． 它符合儿童认知发

展的规律 ． 本身 即形成相应的脉络线索 ． 有利于

儿童的记忆 、 运用及拓展 ． 有助于儿童的认知建
构 4 这些对于当代语文教学中出现的 “知识序列

不明确
”

之尴尬一一 “

初一 的学生能学高 一的课

文 ． 高一的学生能学初一的课文
”

具有相当的启

示：仅在课文长短上设置 ”分辩率
”

是不合理的 ．

教学 内容更应呈现一种渐进 、 互补的态势 ． 使学

生在教师的引导下 ． 循序渐进地学习 ． 从不栩到

知 ． 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 ． 从浅显到深刻 ． 从

简单到复杂 ． 从低级到高级 心

另外 ． 《三字经》还提到了环挠对教 育的影

响 ． 学习态度等等 ． 在此就不 一一论述了 v《三字

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 时至今日仍有相

当可取之处心 笔者以为其仍是当下习字教材的典

范之作 ． 固然它也蕴涵着一些封建文化的糟柏 ．

但瑕不掩瑜 ． 我们仍 需要批判地继承 －

在课程改革遍地生花的 当下 ． 不难发现《三

字经》中的模多语文教 育理念都与新课改的主张
不谋而合 ． 比 如新课改为主语文··工具性

”

与··人

文性
”

的统一 ． 这恰恰应和 了《三字经》
”

养正于

蒙
”

的要求；而《三字经》中的综合建构观 ． 对今

天变
“语文知识

” “

i吾文能为
”

为 ＂i吾文素养

j主重综合发｝起 、提高人文素质也有重要的启发价

值4 这种不谋而合并非偶然的巧合 ． 它恰恰提示

我们 ： 提倡素质教 育 ． 提倡语文素养的培 育 ． 不

正在单是一个名词术语的转换 ． 更是一种观念的更

新 号 但在创新的同时 ． 我们也应回过头来看一 看 ．

其实传统文化教育当中 ． 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与
借鉴之处 ．： 改革中 ．

“

变
”

是需要的 ． 但什么是
“

不
变＼ 如何把握与坚守一些

“

不变

们？宋思自甘£

（徐雁 ，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 210008)

责任编辅：宣丽华

不下心 ．．他认为人皆有··四端
”

． 即恻It急之心 、 羞

恶之心 、 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心 有很多学者指出 ．

《三字经》开篇 即言 ”性普i仓

于儿童的认知规律．； 而我认为这不妨理解为一种

鼓励儿童的教学’孚段 0； 肯定
．．

性普论
”

即肯定 了

每－个宗．学的 儿茧 ． 让 其感受 如t木春风的教学氛

围 ． 促 其形成道德向善的信仰γ 同时 ． 这对于为
师者 、为父母者也是一种提醒： 一 个个涉世未深

的儿童 ． 如一张张洁白无瑕的白纸 ． 涂抹什么色
影佳佳不由他们自主 ．． 因此 ． 教师和家长责元旁

贷 ．
“养不教 ． 父之过：教不严 ． 师之情＼哲学

思想的另 一体现 在于其中的 “三纲 ” “五常 ”

“十

义
”

等封建伦理关系的概括，；...三纲者 ． 君臣义 ．

父子亲 ． 夫妇顺乙

”

“曰仁义 ． 礼智信 ． 此五常 ．

不容絮 ，J
’ “父 子恩 ． 夫妇从 ． 兄则友 ． 弟则恭 ．

长幼序． 君则敬 ． 臣则忠 ． 此十义 ．人所同．．
”

这
些都是指导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辛

在《三字经》中 ． 不仅文 、 史 、 哲相结合 ． 更
有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的融合 ． 如

“

三
光”··四日寸” ··五行

”？艾谷”
＂1':;畜 ”··七惰’”··八音 ”

“九

族
”

等等 ．各种学科在语文的大课堂里融会贯通 ．

这似乎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 ： ··万物
并 育而不相害 ． 道并行而不相悖 ，：，

.. 这对于儿童

的知识体系建构起到了引导，作用 ． 有利于儿堂在

日后的学习中融会贯通 、 举一反三 ，；

·咱问

l头

书

‘·国．． 

江
苏
载
、写
罚、
吃

三 、 循序渐进一一－《三字经》的教学程序设

计理念

循序渐进的教学思想和原则 在中 国古代敬

育家的论述中是十分常见的 ： 在日孟子在《尽心

上》篇中说： “流水之为物也 ． 不盈科不行；君子

之志于道也 ． 不成章不达J

”

孟 子以流水作 比 ．

水满了才会世出前
’

行 ． 从而说明学习必须一步一

步 ． 循序渐进 二

《学记》中也曾明确指出： “杂施而不孙 ． 则

坏乱而不｛鼠
”

意思是说教师教学时杂乱无章 ．

不按教学 内窑深情的 一定次序． 不根据学生的年

龄大小和接受程度的高低进行传授 ． 就会把教学
的条理和秩序弄坏捣乱 ． 甚至会走到不可收拾的

地步 二

《三字经》中 ．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循序渐
进 ． 但其中楼道的 这种敦学思想却清晰可见，；

首先 ． 《三字经》 内容涵盖面较广 ． 但编排条

理性很强 ． 过渡自然 ． 层次分明 二 开 头先讲教 育

和学习的重要性 ． 其次讲幼学的 内容 ． 再次讲幼

学的知识及 其JJI页序． 接着讲训蒙I＠！序． 最后讲发

愤勤学的故事并子’以总结 v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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