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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万卿

只学不考常被叫停
日日前前，，潍潍坊坊八八中中曾曾经经持持续续了了

一一段段时时间间的的国国学学教教育育已已被被叫叫停停。。
在在潍潍坊坊八八中中，，学学校校推推出出的的国国

学学课课针针对对的的低低年年级级的的初初中中生生，，准准
备备高高考考的的孩孩子子们们并并不不需需要要在在课课间间
进进行行《《三三字字经经》》、、《《弟弟子子规规》》等等
古古文文诵诵读读。。““因因为为不不用用考考试试，，所所
以以 最最 好好 别别 耽耽 误误 考考 试试 课课 程程 的的 复复
习习。。””学学校校一一位位教教职职工工告告诉诉记记
者者，，在在国国学学教教育育开开展展持持续续了了一一段段
时时间间后后，，已已经经叫叫停停半半年年多多了了。。

记记者者从从这这位位不不愿愿意意透透露露姓姓名名
的的教教职职工工口口中中了了解解到到，，国国学学课课本本

上上的的知知识识只只学学不不考考，，和和其其他他学学校校
一一样样，，高高考考或或中中考考时时国国学学内内容容也也
不不会会被被纳纳入入命命题题范范围围，，很很多多学学校校
的的国国学学教教育育即即使使出出现现了了一一时时，，最最
终终也也只只是是““昙昙花花一一现现””，，热热闹闹一一
阵阵子子后后便便销销声声匿匿迹迹了了。。

““就就像像音音、、体体、、美美三三门门课课
程程，，对对孩孩子子的的成成长长的的影影响响都都相相当当
大大，，可可因因为为升升学学考考试试时时不不考考，，几几
乎乎每每所所学学校校这这三三门门课课程程都都上上不不
足足，，时时常常被被其其它它主主科科挤挤用用，，到到了了
小小学学六六年年级级、、初初三三、、高高三三这这三三个个
时时间间段段，，这这些些课课干干脆脆就就全全部部明明目目

张张胆胆改改上上起起语语数数外外等等主主课课，，以以至至
于于不不少少学学生生初初中中毕毕业业了了，，连连简简谱谱
也也不不识识，，国国歌歌也也不不会会唱唱，，猫猫、、狗狗
都都画画不不像像””，，一一位位教教育育业业内内人人士士
说说。。

然然而而对对此此，，国国学学教教授授刘刘金金同同
的的意意见见是是，，在在中中小小学学生生当当中中开开展展
国国学学教教育育无无疑疑是是一一件件好好事事。。同同
时时，，国国学学课课程程只只学学不不考考，，既既不不给给
学学生生形形成成学学习习负负担担，，更更不不给给学学生生
模模式式化化的的标标准准答答案案，，让让学学生生自自由由
发发展展，，应应该该也也能能受受到到学学生生们们的的喜喜
爱爱。。

潍潍坊坊市市育育才才学学校校一一位位负负责责人人
提提到到，，学学校校并并没没有有开开通通国国学学课课
程程，，但但多多数数小小学学都都有有一一门门名名叫叫
““传传统统文文化化””的的课课。。传传统统文文化化是是
地地方方课课程程，，主主要要学学唐唐诗诗、、宋宋词词、、
元元曲曲等等古古代代文文化化。。

潍潍坊坊市市实实验验小小学学、、潍潍坊坊日日向向
友友好好学学校校、、潍潍坊坊中中新新双双语语学学校校一一
至至五五年年级级课课程程中中，，每每周周都都有有一一节节
传传统统文文化化课课。。除除大大部部分分中中小小学学开开

设设有有传传统统文文化化课课程程，，奎奎文文区区孙孙家家
小小学学还还开开设设有有校校本本德德育育课课程程。。

然然而而，，就就现现在在看看来来，，潍潍坊坊各各
中中小小学学校校里里专专门门开开设设国国学学课课的的难难
度度还还很很大大。。目目前前，，语语文文课课和和传传统统
文文化化课课多多承承担担着着相相对对来来说说最最大大的的
传传承承使使命命。。课课文文里里会会出出现现一一些些古古
汉汉语语、、少少量量文文言言文文和和唐唐诗诗宋宋词词。。
但但语语文文课课本本中中的的古古文文内内容容，，往往往往
正正文文下下面面就就是是译译文文。。刘刘金金同同教教授授

表表示示，，孩孩子子的的不不理理解解不不是是因因为为没没

有有译译文文不不懂懂，，而而是是因因为为读读得得太太

少少。。

““同同时时，，在在传传统统文文化化和和国国学学

教教育育的的理理解解上上，，也也必必须须区区分分开开，，

两两者者并并不不等等同同。。国国学学教教育育的的开开展展

是是对对传传统统文文化化取取其其精精华华去去其其糟糟粕粕

的的过过程程。。传传统统文文化化课课并并不不是是国国学学

课课程程””，，刘刘金金同同教教授授纠纠正正道道。。

不等于传统文化和语文课

遍遍地地开开花花的的国国学学教教育育
诸诸城城市市贾贾悦悦镇镇马马庄庄初初中中利利用用

学学校校主主辅辅路路两两侧侧的的宣宣传传栏栏，，构构建建
了了一一条条““国国学学长长廊廊””。。宣宣传传栏栏上上
““圣圣人人训训，，首首孝孝悌悌””的的句句子子，，让让
学学生生逐逐渐渐懂懂得得理理解解父父母母、、孝孝敬敬父父
母母，，要要学学会会做做力力所所能能及及的的服服务务；；
““置置冠冠服服，，有有定定位位，，勿勿乱乱顿顿，，致致
污污秽秽””帮帮助助学学生生改改变变了了生生活活邋邋遢遢
的的坏坏习习惯惯；；而而““泛泛爱爱众众，，而而亲亲
仁仁””，，则则让让学学生生胸胸怀怀大大了了、、私私心心
小小了了，，谅谅解解多多了了、、矛矛盾盾少少了了，，同同
学学之之间间的的关关系系越越来来越越和和谐谐，，越越来来
越越融融洽洽。。

寒寒亭亭河河西西学学校校则则以以““书书香香浸浸
润润，，活活力力校校园园””为为主主题题，，开开展展经经

典典诗诗文文诵诵读读活活动动。。根根据据学学生生的的年年
龄龄特特征征和和心心理理特特点点，，进进行行科科学学
的的、、有有序序的的诵诵读读教教材材安安排排。。其其中中
““诗诗””主主要要以以经经典典的的唐唐诗诗宋宋词词为为
主主，，““文文””主主要要以以四四书书五五经经为为主主
的的圣圣贤贤典典籍籍，，选选取取《《三三字字经经》》、、
《《弟弟子子规规》》、、《《千千字字文文》》、、《《四四
书书》》《《五五经经》》等等作作为为学学校校的的诵诵读读
校校本本教教材材，，按按必必背背篇篇目目和和推推荐荐篇篇
目目，，分分级级逐逐段段循循序序渐渐进进地地引引导导学学
生生领领略略中中华华古古诗诗文文的的博博大大精精深深。。

除除此此之之外外，，河河西西学学校校还还在在校校
园园的的南南面面打打造造了了一一面面经经典典文文化化长长
墙墙，，通通过过校校园园广广播播让让学学生生接接收收经经
典典文文化化的的洗洗礼礼。。学学校校每每个个学学期期都都

要要进进行行一一次次古古诗诗等等级级测测试试，，定定期期

举举办办手手抄抄报报、、故故事事会会、、传传统统文文化化

知知识识竞竞赛赛等等活活动动，，以以激激发发学学生生对对

传传统统文文化化的的喜喜爱爱和和理理解解。。

寒寒 亭亭 一一 中中 则则 开开 设设 ““ 国国 学学

社社””，，这这个个颇颇具具特特色色的的社社团团在在学学

校校开开展展传传统统文文化化教教育育中中起起到到了了不不

可可估估量量的的作作用用。。

潍潍坊坊八八中中曾曾经经展展开开了了国国学学教教

育育活活动动，，在在时时间间较较长长的的课课间间，，低低

年年级级的的初初中中生生在在教教师师的的指指导导下下诵诵

读读《《三三字字经经》》、、《《弟弟子子规规》》等等，，

课课间间的的琅琅琅琅书书声声给给孩孩子子们们形形成成了了

一一股股积积极极学学习习交交流流的的氛氛围围。。

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传统文化，弘扬孝道、师道等美德的报道也越来越多。在潍坊市，曾有一些中
小学校开展了国学教育，但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由于不是考试科目，仅有少数学校能持续开展国学教育。
其他的学校，要么未展开，要么刚一展开就被叫停。

对话刘金同：

国学

不等于传统文化

刘金同，教授，潍坊科技
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农圣
文化(国学)研究所所长，兼任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特约研究员，国际科学
研究院特聘终身研究员、客
座教授。发表学术论文30多
篇，主编教材19部，个人专著
荣获山东省高校学生教育管
理工作优秀科研成果二等
奖。个人思想已收录在《中国
当代思想经典》；个人资料已
进入《中国优秀教师人力资
源库》；个人学术成果已收录
在“全国大型科技历史文
献”—《科技复兴》、《学术之
路》、《百年中国》等典籍中。

记者：您研究国学多年，对
中小学阶段出现的国学内容是
怎么定位的？

刘金同：国学教育在中小学
出现也是近两三年的事情，众所
周知，这不是政府部门强制规定
学习的，属于民间自发的行为，
往长远看是一种民族自救。

记者：现行中小学教材中，
语文教材中也有些古诗词和文
言文，为何需要专门教材？

刘金同：目前中小学阶段语
文教材中出现的古诗词或者名
篇，只有极少数属于国学，而且
还很不系统，剔除了很多内容。
国学文化是一种体系，儒家思想
是精华，古诗词呈现的只是一小
部分，不能呈现整个国学内容，
不能对国学概念有一个整体的
认识。

记者：中小学推出的国学内
容主要包括哪些？

刘金同：主要是这几本———
《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
《百家姓》。这些内容都是没有经
过删减的原文。

记者：这些原汁原味的文言
教材，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会不会
出现“不求甚解”的问题？

刘金同：不同的年龄学习不
同的国学内容，孩子的不理解不
是因为没有译文不懂，而是因为
读得太少。《弟子规》、《三字经》
等就是专门针对年纪较小的学
生选择的国学教材，长时间的潜
移默化，孩子就会记在心里，时
间长了就能渐渐影响言行。

记者：国学教育是不是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

刘金同：对。但其中要特别
注意一个词，“优秀”。有人觉得
国学就是传统文化，那是不对
的，我们要做的也是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还得与时俱进。

记者：如您所说，国学的教
育是民间自发行为，会不会列入
考试？

刘金同：国学并没有列入考
试内容。学习国学，本身目的并
不是让学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
标准，而是让孩子们从小接受

“仁、义、礼、智、信”的熏陶，长大
后不容易学坏。人人都希望社会
更好一点，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记者：国学内容出现在部分
学校，且并不属于考试内容，会
不会增加孩子们的负担？

刘金同：这是一定不会出现
的。孩子们目前的负担是什么？
过多的作业。国学注重的是思想
熏陶，精神升华，这是一种无形
的影响力，用现在的话讲就是

“正能量”。国学教育更重视道德
品性的塑造与涵养。

记者：您认为在目前的中小
学国学教育中，还存在什么问
题？

刘金同：少数学校中这门课
程的存在，过于注重形式、重宣
传。虽然内容依附于形式，但我
们更希望学校能够怀着一种社
会责任感去教育孩子们，不要过
于搞形式。

本报记者 杨万卿

相关链接>>

刘金同与《弟子规》

刘金同教授的《汉英弟子规
释译》曾多次获奖，他本人也是
潍坊科技学院国学研究所所长。
接触国学多年的刘金同教授，平
时全年也都在讲授《弟子规》和
其它国学经典。

《弟子规》，大家都耳熟能
详，是清朝年间李毓秀夫子编纂
而成的，为人生的第一基础教育
经典，里面教导的是如何孝顺父
母、友爱兄弟姐妹、尊师重道、奉
献社会。几乎包括了人类精神生
命的全部。比如人与人之间的情
义、道义和恩义，因为不教利于
他人的心和公德心，就比较容易
长他的私心，有了私心就会在举
止言行当中自私自利，所以要教
孩子孝敬父母开始，最重要的长
养他知恩报恩的为人处世态度。
把《弟子规》的哲理具体化、规范
化，与我们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通过学习，以及在生活

中的落实，不仅可以净化心灵、
启迪智慧，还可以开启孩子的孝
心、爱心和感恩心。

刘教授提到，要想恢复并落
实传统教育，就必须国家高层领
导重视，教育主管部门严肃认真
地全力推行，还要改正全社会的
学习受教范围。重要的是做家
长、老师的首先要以身作则，正
己化人，从家庭、学校、社会，三
方面扎实地做起，在每一个家
庭、每一所学校中落实德教，我
们才不愧祖先的谆谆教诲，无愧
我们这颗真诚、清净、平等、正
觉、慈悲的中国心。

“现在潍坊已经出现了很多
中小学生在学校接受学习国学
文化，这样孩子多多少少都会有
改变，有些改变很大。”刘金同教
授表示，自己最担忧的是已经出
现的国学教育再次消失。

本报记者 杨万卿

曾曾经经遍遍地地开开花花的的国国学学教教育育，，如如今今正正面面临临着着种种种种问问题题

“““国国国学学学热热热”””
开开开始始始变变变“““凉凉凉”””了了了？？？

刘金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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