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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小学
陈平高

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从哪里吹来

了一股风，让一本清代人李毓秀编写的

启蒙读物《弟子规》处在了舆论的风口尖

浪。

了解了一下各方人士批判《弟子规》

的观点，我表示很能理解。从某种意义

上说，这是一种时代的焦虑。反对给学

生读《弟子规》的理由是：《弟子规》宣扬

的是封建社会愚忠愚孝和服从权威的思

想，与今天的文明大方向是背道而驰

的。近年来有一些以儒学回归为主的复

古思潮，特别将《弟子规》奉为圭臬，引起

了大批有识之士的担忧，认为这是文化

上的倒退。

不论从现实角度还是历史角度看，

试图恢复以儒家学说治理社会的架构是

注定要失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点。

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抵御外辱、抗衡西

方，一批士大夫提出了“中体西用”的主

张，依然挽救不了被动挨打的命运。

一大群站在时代潮头的先进中国人

最终认识到，不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单纯

从技术层面上学习西方是行不通的。最

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喊出了“民主和

科学”的口号。回首百年历程，我们民族

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民主和科学，今后努

力的方向依然是民主和科学，而科教兴

国也早已上升到国家战略。这个不用我

多说什么了。

然而，培养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关

键在于培养学生的思辨思维和独立思考

的能力，尤其是想象力。整部人类文明

进化的历史，归根结底源自于人类想象

力的不断自我突破，这不同于我们传统

文化中的抹杀个体自由、强调群体服从、

膜拜权威。如果不加选择地在课堂上引

入传统文化，是不能培养出有独立人格

和创新意识的现代公民的。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岂是几本

蒙学读物所能代表的？把当年统治者的

驭民思想用来当作传统文化让学生学

习，让人啼笑皆非。

而连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糟粕，哪些

是能和现代文明接轨的精华都没搞清的

情况下，由行政主导提倡国学，问题就更

大了。再好的经，也会念歪。庄稼没种

好，顶多耽误一年；人才培养有问题，耽

误的是一代人，更关乎国运兴衰。

对《弟子规》进学校成为学习内容持

批评态度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话说回

来，并不是《弟子规》就成了洪水猛兽，读

读《弟子规》没有那么可怕。

自古以为，传统文化的学习首要目

的是培养一个人的文化素养。这点文化

名人流沙河也谈到了，他说：“国学，学的

是好多已经被历史检验过的、不足以救

中国的东西，也没有特别大的害处，只是

放在这儿不合适，碍事，没有什么用。”

他还说：“我们读小学时，公民课本上

就有怎样开会，什么叫共和，什么叫民主，

什么叫选举，什么叫选举权、被选举权，然

后什么叫法律，什么叫原告、被告……这

个是公民常识，不是学了就喊你去做官，

而是你作为一个公民起码应该知道的。”

《三字经》《百家姓》问题更多。《三字

经》开篇关于人性善恶简单的二元论认

识，就不利于学生独立思考的形成。后

面关于社会、历史、自然科学的常识，早

已落后于现代文明了。至于《百家姓》，

体现的宗法制思想早已被现代社会所抛

弃，与现代人的独立人格是格格不入的，

而所谓的姓氏文化，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随时可以搜集查阅。

在我看来，比起《三字经》《百家姓》

而言，《弟子规》还是有教育意义的。为

何这么说呢？除了开篇孝悌那部分有愚

忠愚孝、服从权威以及等级思想等糟粕

外（孝敬父母应该还是美德），后面很多

部分谈到的与现代公民社会培养方向有

交集，比如诚信、整理好自己的东西、接

人待物的礼仪、不拜金、不炫富斗富，等

等，都是今天的现代教育所要求的公德。

特别让人惊奇的是，《弟子规》里甚

至体现出了某种现代文明价值观。例如

那句“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

载”，所体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人类同在地球村，同在一片蓝天下，要互

相关心爱护。看看近些年恶性事件中围

观者表现出的冷血，想想这句所讲的，难

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俗话说，缺什么，补什么，我们今天

的失信缺德、自私冷漠、损人利己、炫富

歧贫等等问题，《弟子规》都涉及到并提

出过纠正。民间的所谓国学热崇奉《弟

子规》，可能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传统文化糟粕很多，一定要以正确

眼光看待，而教育工作者讲授《弟子规》

等传统文化内容，更要慎重对待，要有正

确打开方式。

首先，不要以功利心态去让学生学

习。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管理

者，要把学习的选择权交给学生，不强行

推行、不考核、不一刀切。

其次，教师要有鉴别的眼光。要让

传统文化中的那些优秀部分走进学生的

心灵，杜绝糟粕进入课堂，要尊重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个体体验，不加重学生的学

业负担。

再次，要古为今用。学习传统文化

时要结合学习现代公民社会的文明价值

观，对文本给予新的阐释，而不是拘泥不

变，食古不化。

总之，传统文化的学习必须以培养独

立人格、健全心理、自由精神、科学思维、

创新意识为目标，一切与此南辕北辙的学

习都要值得警惕，否则不学也罢。

《弟子规》真的就那么十恶不赦吗？
知不足斋（楼主）
大家有没有听说自己

的同事在做微商的？学校

应该不允许，但是在家里

可以做，我看到有的教师

在朋友圈里发出一些化妆

品的广告。我想知道各位

的意见，这是与时俱进呢，

还是不务正业呢，还是各

说各有理？

吴笔建
这正如不允许上班时

间炒股票、玩游戏一样，很

难根治。教师在朋友圈发

布广告屡见不鲜，有些并

非自己在做，可能家人在

开网店，帮助打理而已。

如果是在工作之余无可厚

非，专职做肯定会影响教

学工作，那就是本末倒置，

不务正业了。可是，有些

教师甚至开了实体店，又

有谁能奈何他呢？

翘 楚
我身边有教师在做，

问及原因，是为孩子赚奶

粉钱。教师这点工资完全

不够花，只有做微商赚钱，才能提高生活

质量。我们学校没有规定教师能不能

做，因为这是教师自己的事。教师利用

自己的业余时间赚点钱，学校怎能干涉

呢？但其实，做微商还是对正常上班有

影响，比如经常外出送货什么的，学校也

无法阻止呀。如果利用闲暇时间，如周

末、晚上，赚到钱，挺好的，但问题是，一

旦开始，就由不得自己了，什么时间可

做，什么时间不可做，就不好说了。说不

务正业也不为过的。

俞和军
我觉得要有“边界意识”，做微商可

以，但是上班时间不能做，更不能在上班

时间去送货；不能在家长微信群、家长

QQ 群里发布微商广告，尤其是在自己

班级的家长中。

浙江杨铁金
要区分教师的职业人行为与自由人

行为。在自由时间里，做合法的非职业

行为，组织与他人应该是不得干涉的。

当然，教书育人的职业决定着教师应该

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应该慎重选择职

外工作，不要给自己带来负面的影响。

30多年前，我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老

师每到暑假就光着上身，只穿短裤在街

上卖西瓜，至今都是同学们难忘的回忆。

我外甥高中时的英语老师，在商厦

开有一个品牌服装专柜，天天上课都在

做时装表演，害得女生们看她一天几换

的衣服。

傅伟平
我们学校明确规定，不能在工作时

间做与教书育人无关的事情。尽管这

样，还是有一些教师在做微商。有存在，

总有它的价值。或许以后，我们的管理

也会与时俱进，不再一竿子打死。如果

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是否能给予一

定的自由空间？“禁”“堵”以后，能否有一

定的“疏”？

青青那央
怎么说呢，换位思考：如果孩子的老

师一直在朋友圈里发一些商品介绍，哪

怕不在工作时间，总感觉怪怪的，有点不

务正业的感觉。个人觉得只要不在家长

群里发，工作时间不发，还是可以的。

天心月圆
只要没有影响正常的学校工作，教

师做微商应该是自己的权利，不应该说

三道四。如果教师业余时间做微商要干

涉，那教师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公益活动

是不是也应该干涉了？所以要干涉教师

做微商，说到底还是因为跟利益挂钩

了。但只要这利益是正当所得，就应该

理解并宽容。

教师有工作也有生活，能同时兼顾

这两个方面的教师肯定有很多。在工作

称职的前提下，教师在生活中做做微商，

也算是一种新的职业体验了，而且这种

体验也能帮助教师重新理解教育。经历

丰富的教师，做教育可能更贴近生活。

怎
样
看
待
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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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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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有话说就到

□诸暨市暨阳街道大侣小学
陈可英

小朋友们，周末好！挟着春光，

带着春花一样灿烂的心情，让我们

携手走进小古文微讲堂，一起去拜

访一位大书法家，他的名字叫怀素。

说起书法，老师想先考考大家：

“书圣”是谁？——东晋书法家王羲

之，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草圣”又是谁？——唐代书法家张

旭，他开创了狂草风格的典范。那

么“张颠素狂”指的又是何方神圣？

这是唐代书法家张旭与怀素的并

称，怀素的草书和张旭齐名。

看，这就是怀素的《自叙帖》，

是他的代表作。名家评点：“墨气

纸色精彩动人，其中纵横变化发于

毫端，奥妙绝伦有不可形容之势。”

不过大家也许看不明白，我们一起

来认读几句：“怀素家长沙，幼而事

佛，经禅之暇，颇喜笔翰……”

从这几句自叙得知，怀素是湖

南长沙人，十岁出家为僧，小的时

候就爱好书法了。

僧人的本职是事佛、坐禅、念

经，如果练字，就得把分分秒秒的

休息时间全占满，几乎达到废寝忘

食的程度。寺庙中的生活本来就

是清苦的，练字买笔买墨就得不少

钱。唐代书法家柳公权曾有言：

“写尽八缸水，砚染涝池黑；博取百

家长，始得龙凤飞。”要成为具有独

特个性的书法大家，练出一个“笔

冢墨池”也不夸张。

那么，怀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呢？哎呀，有太多太多的疑惑了，

还是请大家打开《小学生小古文一

百课》，从《怀素写字》一文中去寻

找答案吧。

“怀素居零陵时，贫无纸可书，

乃种芭蕉万余株，以蕉叶供挥洒，

名其庵曰“绿天”。书不足，乃漆一

盘书之，又漆一方板，书之再三，盘

板皆穿。”

文中“贫无纸可书”五个字，证

明我们的猜测与担心并非多余。怀

素果然没钱买纸，“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没有纸，它又怎么练字呢？

怀素有办法，他善于因地制

宜，在寺院附近的一块荒地上，种

植了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

芭蕉叶，铺在桌上，用铁锅下面的

烟灰和上水当墨汁，临帖挥毫，多

么放浪洒脱！

怀素天生是个乐天派，何以见

得？“名其庵曰‘绿天’”，他的住处

触目都是蕉林，就为住所起了个雅

号，叫“绿天”，多有意思。其中的

“名”该理解为“命名、起名”。

据说由于怀素没日没夜地练

字，老芭蕉叶采光了，小叶又舍不

得摘，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

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

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

肤皲裂，他还是坚持不懈地练字。

他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以至于

无处着墨了。

这下又该怎么办？世上无难

事，只怕有心人，成功者就善于在

没有条件中创造条件，怀素想方设

法又自制了代用品：“乃漆一盘书

之，又漆一方板，书之再三。”他找

来一个木盘，又找来一块方木板，

涂上白漆，这下就可以写了擦，擦

了写，反复使用。这不就像我们现

在教室里使用的黑板、白板么？我

真忍不住为怀素的奇思妙想点赞。

让我们一起来想象：晨光熹

微，怀素在木板上写呀写；暮色四

合，怀素还在木板上写呀写；寒冬腊

月，怀素在冰天雪地里看到一块漂

亮的石碑文，他赶紧在木板上写呀

写；盛夏酷暑，怀素在炎炎烈日下看

到一块匾牌上的好字，他立刻在木

板上写呀写；大家都说怀素已经笔

走龙蛇，他还在不断地写呀写……

滴水能把石穿透，万事功到自

然成。怀素就是这样努力创造条

件，勤习苦练，终于练就一手用笔盘

旋、狂放，变化繁多而又挥洒自如的

狂草，由一个爱写字的小和尚成为

一名值得效法、赞颂的书法大师。

唐代大诗人李白如此夸赞：“少年上

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带着充分的理解，请大家再来

读课文，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就是不

一样的情怀了。多读几遍，这篇短

文就很快烂熟于心了。

小朋友们，“永州东郭有奇怪，

笔冢墨池遗迹在。”（唐·裴说）大家

春日出游，可以选择到湖南省永州

市零陵区潇水中路走走，那里有一

个怀素公园。公园里有怀素出家

修行、种蕉练字的古迹绿天庵。庵

后一处刻有“砚泉”二字，就是怀素

磨墨取水的地方。右角有“笔冢”

塔，怀素写秃了的笔都埋于此。庵

正北70余步有墨池，是怀素洗砚

处。大家一定听说过王羲之“临池

学书，池水尽黑”的故事，怀素也缔

造了这样美好的传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怀素

写字》中汲取的精神定能润泽如春

草般蓬勃、如春笋般拔节的你。

今天的小古文微讲堂就到这

里，谢谢大家，下周末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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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别人
□衢州市新星学校 王志兰

学生在小学阶段虽然能背诵不下百首古诗词，但到了初
中，他们最怕的还是古诗词赏析——不知道从哪里着手。

一是读不懂诗词的内容；二是抓不住关键字词，不能通
过品析诗句来把握作者情感和作品主题；三是不能理解诗词
的写作特点。他们光凭感觉，或是囫囵吞枣，甚至无中生有，
最后交差了事。

但欣赏古诗词却是学生不能忽视的一项学习能力。作
为教师的我，也曾做出许多的努力，尽可能地将古诗词的每
一个诗句细细分析，咀嚼有表现力的字，分析其写作手法，梳
理情感，归纳主题，等等。结果发现，我一味地教，并无多大
效果。学生坦言，每次做古诗词阅读题，都在碰运气，胡乱做
一通，老师能给多少分就给多少分呗。

我觉得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不可以由我包办。我与学
生商量，能否让他们自己来讲解古诗词，即在“教别人”中学
会赏析古诗词，而非被动接受。

首先确定本学期要学习的古诗词篇目，再商量学习的
方法及步骤，为了节省时间，要事先做好课件，包括：解释题
目、背景简介、作者简介、内容今译、解读赏析、质疑问答、
背诵等七个环节。其中“解读赏析”需要结合本首诗词的特
色，从主题、情感、写法等多角度解读；“质疑问答”是回答
师生的提问。

每次一人，全班轮流，课前五分钟教学一篇古诗词。
在我看来，学生们对于古诗词的学习态度更加认真

了，他们会去上网或查找书籍，努力去读懂诗词，然后想方
设法将自己的理解传授给同学，还得准备好解答同学的质
疑问难。

自己动手制作课件，尽可能地简要明白、美观大方。为
了有效讲解，他们经常提前将PPT发给我，征求我的修改意
见。他们以此为基础，自主拓展学习，如有的学生教《生查子
元夕》一词，会引申解释“蒙太奇”这一手法的特点。如有的
学生教白居易《邯郸冬至夜思家》时，为了让同学理解“想得
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运用反向落笔的手法，就举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诗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
插茱萸少一人。”和杜甫《月夜》中的诗句“今夜鄜州月，闺中
只独看。”，进行对比分析。

教学一首诗，亲历学习的全过程，既习得了学习古诗词
的方法，又与同学开展交流合作，正是一举多得，收益不小。

当然，我不是全放手让学生瞎折腾的。我的任务可不
轻：约每个学生一起备课、确定教学内容、突破疑难点、优化
教学课件、指导课堂语言等。师生一起备课的时刻是温馨
的，教学相长，师生各有所得。

“在王老师门前‘弄斧’真是不容易。”
“第一次认真做课件，认真研读诗词中的每一个字，我发

现自己居然真的读懂一首诗啦，成就感杠杠的。”
“当同学向我提问时，我有点发懵，都怪我没有真正读懂

这首诗，真不好意思……”
“今天，思琦教我们读古诗，她备课好认真，讲解有条理，

真厉害。”
……
作为教师，我们不是传授知识的权威，而应该是帮助学

生学会学习的人，不能只关注
“教法”，只想着把学生教好，竭
尽全力结果并不理想；不妨换
个角度，多多研究学生的“学
法”，敢于放手，鼓励学生参与
学习，真实学习，有效学习。

“小古文微讲堂”是以李振村先生首倡、朱文君老师创建的小古文课程为内容，以帮助全国
小学生学习小古文为目的的公益活动。周末一讲，周末发布。本文为2月18日晚间的讲课稿。

怀素写字

湖州市戴山学校根
据低年级学生的身心特
点，开展多种游戏，在
“玩”中开启学生心智，
强身健体，享受美好童
年生活。图为近日体育
课上，二年级学生骑在
羊角球上参与“欢乐蹦
蹦跳”比赛。

（金新林 摄）

课例展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