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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上海、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广
西等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500册省级版中小学传统
文化实验教材研发完毕，将在年内问世，进入中小学课堂。据
悉，每省教材均为20册，其中小学12册，初中4册，高中4册，
涵盖了中小学各个阶段。如此大范围、大规模地推出标准化传统
文化实验教材在我国尚属首次。

扭转“厚今薄古”的局面

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留存下浩如烟海的文章典籍，这是
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我们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但是，反观现在的教育，却存在着“厚今薄古”的倾向，英语
培训市场火爆，追随“奥数”者众多，而有关传统文化的知识却少
人问津。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没有标准化、规
范化的统一教材也是原因之一。有的家长说，其实很希望自己的孩
子从小多学些中华传统文化知识，但囿于能力和水平，不知道该给
孩子们讲些什么。

即将面世的这套传统文化教材为广大家长和老师破解了“该让
孩子学什么”的难题。教材以培养“青少年完美人格”为教育目
标，课程结构经专家组反复研讨、论证，制定了不同年级应该掌握
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深度。如，小学低年级段以蒙学经典 《三字
经》、《千字文》等为主；中年级段学习《声律启蒙》、《中国古典
诗词欣赏》等，为孩子们奠定诗词美学基础；高年级段开始学习
儒家经典，如 《论语》、《孟子》、《中庸》 等；初中阶段则学习
《孙子兵法》、《古文观止》 等经典，让孩子们能够接触到诸子

百家的典籍和思想；高
中阶段则开始进行传统
文化通识教育。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
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教
授、博士生导师姚双云
认为，语文教学在传承
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
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语文课堂应该成为向向
青少年传播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
一种定位。唯有准确地
认识这种定位，才能纠
正“厚今薄古”的短视
行为。这套传统文化实
验 教 材 的 出 版 非 常 及

时，使广大教师将传统文化引进语文课堂“有本可依”，也利于学生
全面、系统地学习传统文化。他同时建议，教育部门应在师资培
训、学业考核等环节采取措施，强化语文教育中对传统文化的介
绍、研习与感悟，让这套教材真正发挥作用。

今日播下传统文化的种子

中小学是一个人奠定文化基础的阶段，也是记忆力的黄金时
期，小时候学到的东西，往往一辈子都忘不掉。

在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中，既要有自然科学知识，也要有人文科
学知识，缺一不可。对于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学习应该占据人文科学
学习的相当大比重。纵观世界各国，无不重视国民的语文教育，尤
其是中小学生的语文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张和友认为，遴选一定量的古籍经典编辑成
系列教材并使其进入中小学教科书行列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些优
秀经典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在对中小学生进行美育和德
育教育方面起着“传承根脉”的作用。通过老师讲解，能让学生
感受到古籍中所透出的人性美和自然美，比如“孔融让梨”既是
礼仪之美，更是“人之初，性本善”的生动阐释；“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呈现出的是幽美幽静的自然之美。他强调，中小学
教师在教授古籍时要着力于用适合而优美的当代语言去描述典籍
中的美德美景。既要以古之“美珠”示人，更要让学生学会以今
之“美椟”饰珠。只有这
样，才能让古籍经典所蕴
涵的养分为中小学生所吸
收。这也是这套传统文化
教材进入中小学课堂的真
义所在。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
中学语文老师王广杰教的是
高中文科班。他认为，把传
统文化成系列地引进课堂，
不仅加强了语文课的深度，
也使得课堂更加生动鲜活。
但应该注意保护学生的兴
趣，过多艰深繁难的内容，
会使学生产生距离感。另
外，考试设计也要避免任务
性的死记，应当引导学生结
合自己的生活去体会传统文
化的内涵。

他日收获博古
通今的栋梁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
速发展，不少人在忙着赚
钱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
忽略了修身养性和提升个
人素质，由此带来的负面
影响不可避免地波及到青
少年群体。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苗笑武老师指出，在中小
学课堂上传播中华民族思
想文化精髓，以真善美熏
陶感染孩子的内心，成就
中华儿女自古以来修身养
德的文明风范，这应该是学校教育的一项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义
务。一篇篇鲜活的文字材料和生动形象的传统作品，对于帮助
青少年形成正确人生观所发挥的教化作用不容小觑。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冉启斌认为，教育的
根本目的在于塑造优秀的社会个体。让学生多了解一些
传统文化，并将其内化到自身的精神之中，进而提高人
文修养，提升个体素质，对于分辨和抵御某些价值观
的偏斜甚至堕落、道德水准的下滑等当前不良社会影
响，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今天的青
少年是国家未来的主人，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接力者，他们的素质修养、眼
界见识直接关系到中国梦的实现。从小学开
始，全面系统地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培养
完美人格，是一项百年树人工程。
我们期待未来将涌现出大批
博古通今的高素质的
中国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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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三字经》 背古诗词 读《论语》 解《孙子兵法》

让中华传统文化伴娃 娃成长
本报记者 刘 菲

【第九十课】

为人父
殷 旵

【第九十课】

为人父
殷 旵

汉 语 教 室汉 语 教 室

如果说“孝”是为人子的义务；那么，“教”则是为人
父的责任。尽孝的义务有三重：首先是孝、悌，依次是谨
而信和仁爱。教的责任也有三重，第一重得从孝说起。

《说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 （老字省
笔）、从子。子承老也。”教，从攴、孝声。《说文》：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即上行下效，以身作则。
则，规矩。为人父教孩子规矩，首先要自己做出表
率。《说文》：“父，矩也。家长率教者。”父，甲骨文
写作，像手持一箸 （筷子），在餐桌上考问孩子规矩。
箸与矩同音，老、考、孝、教，韵相同或相近，所以
义也相关。与这些相关的还有学字。

学，甲骨文写作 ，读作校。“學”原本是学校的
校字，学校两字通用。 字，上部代表教与学，下部
代表校舍，合称为学校。《说文》：“学 （學），觉悟
也。”觉悟包括两个含义：一是觉，指感觉，《易经》
称之为“童观”，即孩子见识。如果为父者也与孩子一
般见识就称不上“率教者”了。所以，为人父的责
任，一是行为表率，二是送孩子上学接受教育，三是
思维表率，家长思维要与学校的教育一致，引导孩子
由觉而能悟，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认一认，比一比：
责任、义务，父、子、孝、教、老、考。
矩、箸，庐、六，爻、交，学、校。

 








































2012 年 10 月，当我乘坐
的航班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降落之前，我既期
待又忐忑，很想了解这个在新闻媒体中充斥着
爆炸和灾难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自己将会面
对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现在，两年多过去了，
我对伊斯兰堡早已不感到陌生，虽然文化和生活
方式有很多不同，但对于随处可见的荷枪实弹的
军警、保安，被装饰得五光十色的大小车辆，以及
整个身体吊在车门外、甚至坐在车顶上的身着各
色巴袍的乘客，还有马路上慢腾腾行走的牛群、
呼啸而过的摩托等等奇观已经习以为常。

巴基斯坦人民善良从容，爱好和平，他们
坚信所拥有或失掉的一切都来自真主的旨意，
因此不必为生活而担忧，即使是身处贫困之
中，他们也能心安理得地自在生活。

视中国人为兄弟

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比我想象的还要艰

苦，但待
得时间久了，我体会
到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
深情厚谊。走在大街上，不时有人热情
地用汉语说“你好”。小商贩会说“朋友过来，
便宜了”。从来没有人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或韩国
人，他们总是先问我“你是不是中国人”。得知
我来自中国，他们热情异常，都会说“我们是
好兄弟、好朋友、好邻居”；不时会有人拉着我
合影留念。

其中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发生在 2012 年
12 月。当时巴基斯坦国防大学举办国际美食
节，我们做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展示和宣传。当
时时间已经到了半夜，其他展台早已冷冷清清
了，只有我们还被团团包围着，参观者要求我
们用汉字写他们的名字、询问我们关于中国文
化和中国现状的各种问题、和我们谈论中国和
巴基斯坦的友谊……正在这时，一位巴基斯坦
人忽然抱住了我，亲切地叫我兄弟、朋友，英
语夹杂着乌尔都语诉说着，仿佛遇见了久别重
逢的朋友。虽然我听不太懂，但能感觉到他的
真挚和发自内心的亲近感。

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这种情谊不是
个别现象，也不是挂在嘴上说说的，而是根植
在内心里的。

汉语教学进展顺利

由于中巴传统友谊已经深入人心，加之近
年来中巴经济交往日益频繁，汉语热度一直
在上升，需求与日俱增。我们与巴基斯坦著
名 大 学 和 各 大 教 育 集 团 建 立 了 良 好 合 作 关
系，希望形成覆盖从小学至大学的汉语教育

网
络 。 去
年，我们与中巴
协会、卡拉奇大学和
南方科技委员会的信息科
技学院共同合作开展了巴基斯坦
首个远程语言教学项目，取得非常好
的效果。

得益于孔子学院前三任院长的努力，伊斯
兰堡孔子学院的工作一直进展顺利，也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影响，在伊斯兰堡具有很高的知名
度。自我到任以来，孔子学院几乎每个月都会
接受来自不同机构的邀请，出席参加学校校
庆、毕业典礼、各种演出活动、论坛、文化和
商业活动等，再加上自己组织的活动和教学任
务，非常繁忙，使每天的工作和生活充满了紧
张感。

曾经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来找我，
和我探讨未来孔子学院在中巴友谊方面会发挥
什么作用。我说，我既希望孔子学院是一个交
流的平台，也希望它成为中巴友好交往的重要
桥梁。如果让我选择几个关键词来说明伊斯兰
堡孔子学院的特点的话，我愿意选择和平、友
谊和相互理解。

（寄自巴基斯坦）
（本文作者系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孔子学院中

方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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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圆桌”
郑谦颖（18岁）

说到“圆”，我立刻就想到了中国的饮食文化，饮食文
化在中国文明当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中国人吃饭都喜欢
用“圆桌”。

在上海，我去过的中餐厅几乎都放着圆桌，上面还摆
着一个转盘。从这个桌子的形状和功能可以看出，中国人
喜欢大家一起分享，所以菜上来以后，大家要一起品尝。
在其他国家，这样的吃法是很少见的。因为大部分的国家
都是“分食制”，每个人一份，各吃各的。所以这些国家的
桌子都是方形或长方形的。

在上海，我经常在“圆桌”上吃饭，我很喜欢这样的
吃饭方式。因为圆桌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可以看到每一个人
的脸，大家可以一起享受同样的快乐和同样的美味，可以
边吃饭，边和同桌的朋友自由交谈，很有人情味。

在汉语的常用词中，“圆满”、“团圆”、“圆梦”都代表
着美好，在“圆桌”上吃饭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寄自日本）

乌镇趣事
何 蓉

记得那是 2010 年，我和爸爸妈
妈，还有奶奶一起去中国旅游。我
们去了中国的首都北京、风景如画
的苏州、人间天堂杭州，还参观了
上海的世博会。在这次旅途中，我
有一次可怕的经历。在乌镇水乡游
览那天，游客很多，我被当地美丽
的小河和古老的房子吸引着，随着
人流东张西望地往前走。不知走了

多久，一回头，爸爸妈妈不见了。
我一害怕就站在路边哭了起来，我
想向别人求助，但是又怕自己的中
文说不好，没人听得懂，所以一直
不敢开口。直到导游找到了我，才
回到爸爸妈妈身边。那时我才深切
地体会到学中文是多么有用。

如今我学中文已经 7年多了，学
到的知识也越来越多。爸爸妈妈鼓
励我要坚持不懈地学下去。他们说，
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作为中国人的后代，如果能熟练掌握
中文听、说、读、写，这对我们将来的
发展很有帮助。 （寄自美国）

图为在孔子学院茶文化体验周上图为在孔子学院茶文化体验周上，，巴基斯坦学生正在学习茶艺巴基斯坦学生正在学习茶艺。。

尽早开始学中文尽早开始学中文
赵舒珺赵舒珺（（1313岁岁））

说起学汉语这事，其实我很小就开始说汉语了，在我会说
英文之前就先会说汉语了。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
把我带到中国，和他们一起生活。那时候，我听的、说的都是
汉语，根本不会英文，因为那是一个完全中文的环境。

后来，我回到美国生活，英语用得越来越多，中文用得越来越
少，我慢慢地开始忘记在中国学到的东西。所以爸爸妈妈送我

到中文学校，让我在这里继续学中文。在中文学校，我全面
学习听、说、读、写。写作文和认生字是主要内容。

要是我能不忘记小时候在中国时掌握的中
文就好了。学中文，下的功夫越多，就学得

越好！开始得越早，并且不间断，就
学得越好！ （寄自美国）

我喜欢童话我喜欢童话
黄安邦（10 岁）

我 6 岁开始学习中文，到现在已经有 4 年
了。当初我觉得学中文很难，字总是写不好，妈妈叫

我把那些字擦掉重写，所以，常常是我做中文作业花的时
间比做英文作业还多。

然而经过几年的学习，我对中文越来越有兴趣。如今我可
以用中文和波士顿的爷爷奶奶通电话，有时过年我还用中文给他
们写贺卡呢。他们都夸我的字写得好。

我很喜欢听童话故事、看动画片。妈妈特意为我们买了许多故
事光盘。有 《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 等。外出时在车上播
放着，走一路，听一路，到了目的地，那些有趣的故事让我们都
不愿意下车。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中文电视，最喜欢《喜

洋洋与灰太狼》，也喜欢看 《中国好声音》 和 《超级演说
家》等节目。《超级演说家》中断腿选手陈州叔叔爬上

华山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
今后我会继续好好学习中文，了解更
多关于中国的知识。

（寄自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