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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教育

学法抵制校园欺凌
11月8日，尤溪县人民法院干警前往县紫阳公园，开展

以“抵制校园欺凌”为主题的普法宣传活动。干警们结合典型
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解哪些行为属于校园
欺凌、如何规避和应对校园欺凌等方面知识，帮助大家增强
法治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助力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

（尤溪记者站 罗 姮 通讯员 吴 鑫 摄影报道）

客家“非遗”擂茶进校园
11月8日，宁化县连冈幼儿园举办“客家‘非遗’擂茶进

校园”活动。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宁化客家擂茶制作工
艺传承人江玫丽讲解了擂茶食材的种类、制作技艺、擂茶风
俗等知识，指导师生制作客家擂茶，感受客家饮食文化的魅
力。神奇的青草药、优美的擂茶动作、香气扑鼻的茶，令小
朋友们沉醉。 （宁化记者站 赖全平 摄）

图说

山海携手让教育更燃
明溪与上海开展学校互学互访共进活动侧记

●明溪记者站 张金玲 叶盛凯 罗洁怡 文/图

“城关中学排球校队队员的扣球、移步、扑救技术值得我们学习。以后，我一定要强化体能的训练，
磨炼技术，不放弃每一个球。”11月11日，上海外国语大学嘉定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上外嘉外）排球队
队员王辰曦参加了排球体验课后，颇有感触。

11月11日至13日，上海外国语大学嘉定外国语学校黄丽峰副校长带领4名教师、29名学生，走进
明溪县，与城关中学、城关小学携手，开展第二轮两地师生互学互访活动。通过开展研学、“三同”（同活
动、同学习、同生活）活动，增进两地学生友谊，促进共同进步。明溪县城关中学是全国排球体育传统特
色学校，排球体验课是本次互学互访活动的重要一环。

社会实践 激发求知欲望

“这只拳头大小的白腿小隼，同学们
觉得它是温顺的还是凶猛的鸟儿？”在明
溪县候鸟监测平台，县林业局高级工程
师邱乐平一边播放鸟类科普宣传片，一
边问道。“温顺的鸟儿吧。”看着小巧的白
腿小隼，同学们齐声回答。“白腿小隼属
于猛禽类。教给大家一个辨认的小技
巧，猛禽类鸟儿通常具有锐利的爪子和
强有力的喙。”邱乐平说。在他的指导
下，大家认真观看鸟图、辨认鸟名、学习
鸟类知识……

“我要让妈妈带我来明溪爬山，观
鸟。”王辰曦兴奋地说。

活动期间，上海的师生们还参观了
明溪档案馆、非遗文化馆，领略明溪的红
色文化与自然风光。

“‘饺子’皮怎么裂开了？”“我包的客
秋包够大吧？”11月12日傍晚，城关中学
的食堂一片欢腾，结对学生兴致勃勃地
学习如何包客秋包。明溪客秋包制作技
艺被列入市级非遗项目，是本次活动的
体验项目。

在城关小学，12 名结对学生不仅参
加了小小裁缝师、小小木匠、小小烹饪家

等劳动技能社团活动，还体验了舞动彩
带龙、欢跳竹竿舞、跆拳道训练等体育特
色社团活动。

“烹饪课上，我学会煮明溪特产木鱼
笋，很有成就感。”上海六年级学生谢亦
可自豪地告诉记者。

短短两天时间，丰富多彩的社团活
动充分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

“注重突出学生主体地位，课程实实
在在为学生发展考虑，手工、烹饪课程犹
如一把钥匙，增强了学生动手能力。排
球、非遗体验课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全面
促进学生的成长。”黄丽峰对明溪两所学
校秉持的教学理念给予肯定。

校际合作 促进师生成长

“明溪老师提的问题很有挑战性，课
堂气氛很活跃，同学答题的声音很洪
亮。我很喜欢这种氛围。”课堂上，上海
的同学们深受感染，积极举手回答问
题。谢亦可同学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我的上海结对伙伴陈乐陶教我数
学解题方法，让我豁然开朗。在英语语
法和口语方面，我和她的差距明显。以
后，我会主动和她进行线上沟通，弥补
学习上的不足。”明溪城关中学学生张

嘉卉说。
两地合作，互学互促，不仅学生互访

互学，老师间也开展校际协作交流，帮助
年轻教师尽快成长。10月15日，上外嘉
外与城关中学、城关小学开展线上师徒
结对签约仪式。明溪共有16位年轻教师
和对方资深教师签署了结对协议，上外
嘉外语文教研组长盛海英老师及城关中
学语文老师黄薇便是其中一对。

“老师，我认为文章结构划分有问
题。”“回忆母亲，为什么作者总在写当时
的社会背景和参与革命的历程呢？”……
在黄薇执教《回忆我的母亲》公开课上，
同学们纷纷举手提问。

“黄薇老师作为新教师，教风教态比
较成熟，让我很惊喜。”盛海英说，“我建
议以后可以将文章结构与作文教学相结
合，使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同时，学习写作
技巧和方法。”

活动期间，除课堂上的交流，上外嘉
外老师们深入了解城关中学、城关小学
特色教育。“我们翻阅了城关中学练字校
本、城关小学阅读银行手册，还参观图书
馆、艺体馆，观赏了师生的字画作品、运
动风采。”盛海英说，“以生为本的教育实
践，是我们上外嘉外、城关中学、城关小
学共同的教育理念，回上海后，我会向其

他老师分享我的所见所感。”
校际互鉴赋新能，同行致远共发

展。上海作为全国首个“教育数字化转
型试点区”，积极探索数字教育“五新”体
系建设。如何让教学更有智慧呢？黄丽
峰副校长给城关中学的老师们带来了

“数据赋能教育新生态，全面推进教育高
质量发展”讲座，还分享了上外嘉外在教
育信息化领域的实践做法。

“以钉钉平台为基础，打造高效的信
息化办公环境；围绕六大学习中心，构建
智能化的教学体系；依托专项应用平台，
营造创新的学习体验；三维布局体育信
息化，推动体育教学现代化。”黄丽峰副
校长分享的教育信息化前沿举措，令城
关中学教师受益匪浅。

生活体验 感受风土人情

“同生活”是本次互学互访活动环节
之一。采用“一对一”结对形式，上外嘉
外的孩子们住进了明溪城关中学、城关
小学结对伙伴的家中，沉浸式体验明溪
家庭氛围。这种亲密无间的交流方式，
不仅让他们充分体验文化差异，还增进
了与结对伙伴的深厚友谊。

“汤昊珺是我的结对伙伴，刚见面都

很拘谨，但因为我们俩都喜欢画画、音
乐，也是这个奇妙的缘分，让我们很快
就熟络起来。在这3天的时间里，照顾
好她是我的职责。”城关中学七年级学
生张甄说。

为了丰富上海“小客人”的生活体
验，家长们纷纷行动起来，准备了金钩
蛋、淮山羹等客家美食。在完成功课之
余，家长们还带孩子们一起漫步南山田
园综合体，领略杨时故居的夜景。

“这次互学活动非常有意义，不仅
让上海的学生真切感受明溪的风土人
情，还能开阔学生视野，推动互学互
鉴，促进学生共同成长。”明溪县教育
局党组成员王彩萍说，“我们将深化两
地学校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师生互
访、教学交流，共同探索教育新思路、
新途径，牵引和推动沪明两地基础教育
交流合作发展。”

自沪明合作启动以来，明溪县6所学
校与上海市嘉定区结对学校积极开展学
生间的互动活动。截至目前，两地已举
办线上线下活动 30 场次，参与教师达
1387人次，30名明溪教育管理人员和一
线教师赴沪交流学习，46对明溪与嘉定
教师线上师徒结对，有效促进了两地教
育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

一、以培其根，以达其支——明
确“建学”“立师”的目的

朱子在《小学·题辞》中就明确指出：“惟圣斯
恻，建学立师；以培其根，以达其支。”圣人建立学
校、设立教师而开展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人的
根本、巩固其根基，并让其枝叶茂盛。显而易见，朱
子倡导的童蒙阶段“建学”“立师”教育的目的就是

“以培其根”。有了小学阶段教育的“培其根”，才能
有大学阶段教育的“达其支”，这也就明确了《小
学》编撰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儿童“培根”，为今后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打下坚实的基础。正如朱子自
己所说：“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书，那个是做人的
样子。”在《小学·嘉言第五》“广立教”篇中，朱子引
用陈忠肃公一段话：“幼学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
上下，何者是圣贤所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为之
事。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此幼学所当先也。”童蒙
养正，初学的儿童，最该做的就是要学会分辨善
恶，选择善德，除去恶行。

“培其根”是朱子所倡导的童蒙教育的目标，
这也是对中国古代童蒙教育思想的传承。朱子在

《小学·序》的开篇中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
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
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这个“本”就
是“根本”，就是“培其根”的“根”。那么，既然“古者
小学”已经注重了“本”，那必然就有相应的教材，
朱子为什么又要着力去编纂《小学》教材呢？朱子
接着指出，这是因为“世远人亡，经残教驰”，也就
是说如今圣人去世了，人们离圣人的时代也很远
了；经书残缺了，教育也废弛了。朱子像其他古代
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试图从先贤经典中寻
找匡时救弊之微言大义，以探求真理。朱子认为，

“今其全书虽不可见，而杂出于传记者亦多”，所以
“今颇蒐辑，以为此书，授之童蒙，资其讲习，庶几
有补于风化之万一云尔”“爰辑旧闻，庶觉来裔”。
很明确，朱子收集了散落在古代经典注释中童蒙
教育的典型事例材料，并编辑成《小学》一书，传授
给儿童，希望对国家、社会风俗和后学教化有一定

的作用。

二、皆所以明人伦也——明确
“所以教”“所以学”的内容

朱子在《小学·立教第一》小序中首先就引用
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经
典，紧接着提出“则天明，尊圣法，述此篇俾为师者
知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学”，这是整部《小学》的
主旨。要明白师者“所以教”、弟子“所以学”，就要
先明白这组“命”“性”“道”“教”的哲学概念及朱子
所赋予的内涵。朱子认为，世事万物是有规律可循
的，这个规律就是“理”，“天命”即“天理”。天理体
现在人类身上，有阴有阳，有仁、义、礼、智，这就是
上天赋予的禀“性”；那么日常应用也就有着人类
所应当遵循的规范，要按本性行事，这就是所谓的

“道”；而顺着各人的不同禀气，依据道德制定法则
规矩，加以修明节制教化，这就是“教”。那古代圣
人倡导的“道”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朱子在《立
教》中引用了孟子的一段话，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
题。“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
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可见，“道”指的就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
朋友这五种人间的伦理。

在《小学·明伦第二》小序中，朱子再次引用了
孟子的“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鲜明地提出设立学校进行教育，就是要“明人伦”。
朱子倡导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应遵循的伦理道德
准则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也是儒家伦理道德
的五常核心内容。围绕这一核心，朱子“稽圣经，订
贤传”“以训蒙士”，从《论语》《孝经》《仪礼》《礼记》
等经典和《左传》《国语》《荀子》《说苑》等贤传中选
取明伦的相关内容，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
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交”五个类目编成了

“明伦”篇，共计108章，这是《小学》一书中的核心
内容。在内篇“敬身”“稽古”及外篇“嘉言”“善行”
等章节，朱子也都是围绕“五伦”这一核心思想来
选材组材的。如《小学·敬身第三》的小序中“君子
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
与？”指出一个人不敬重自身，就是伤害了父母这
一根本，这也是“父子之亲”伦理思想的具体应用。

三、习与智长，化于心成——明
确“讲而习之于幼稚”的方法

“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
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而必使其讲而习之
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捍格
不胜之患也。”朱子认为，伦理道德规范的养成与

心智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与日常行为
习惯和教化相结合，“小学者，学其事”。在《明伦第
二》“父子之亲”中，朱子选取的教材，就从“子事父
母：鸡初鸣，咸盥漱”“洒扫室堂及庭，布席，各从其
事”，到“有命之，应唯敬对，进退周旋慎齐”，再到

“出必告，反必面”“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等
内容，指导子女侍奉父母、问候父母的礼节，指导
子女怎么应答父母、如何劝谏父母，还提出父母生
病时该怎么做、去世后该如何守丧和祭祀的礼制。
儿童能在日常生活中按照教材选取的这些内容要
义去“各从其事”，也就明白了“父子之亲”的人伦
之道，个人的孝道自然也就完备了。可以说，朱子
的童蒙教育不是一味地说教，而是创设与孩童生
活一致的情境，让孩童在真实的生活实践中培养
自己的心智与良好的品德，在“为子弟之事”中学
做人。

“尊圣法”“惟圣之谟”，朱子《小学》教材的内
篇，主要就是引述了远古圣贤的经典言语以遵循
圣人的教诲，同时精选了远古圣贤的行为事迹来
佐证引领。“历传记，接见闻，述嘉言，纪善行”为

《小学》外篇，收集了汉朝以来贤者的美言善行，是
内篇的支流与补充。纵观朱子编纂的《小学》全书，
最大特点就是选用圣贤的言行来教育孩子，充分
发挥道德榜样的示范作用，让求学之人能在圣贤
言行的熏陶与感染中将“嘉言善行”内化为个人的
思想品质。在《嘉言第五》第二章中，朱子引用杨文
公《家训》“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
以先入之言为主”“如黄香扇枕、陆绩怀橘、叔敖阴
德、子路负米之类，只如俗说，便通晓道理。久久成
熟，德性若自然矣”，先入为主，童蒙养正，人在幼
年时，就要让美德伴着孩子成长，不良的思想就能
禁于未发，久而久之，孩子内心的美德就会自然完
善起来。

朱子《小学》全书共有386章，从远古时期夏、
商、周圣贤的嘉言懿行，到汉、唐、宋君子的嘉言善
行，编选了大量体现古代先贤“德崇业广”的经典
言论和典型事例，不仅对童蒙教育具有深远的影
响，对化民成俗、修齐治平的政治道德教育也具有
很强的示范作用。朱子在《小学·序》中提到“读者
往往直以古今异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无古今之
异者，固未始不可行也”，意思是品德的培养其实
是不分古今的。古代的教育方法，适宜朱子所处的
时代。同样，朱子的童蒙教育思想，也对我们现今
的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启迪作用，那些
适宜当今的教材教法，就可以采用遵行。不适宜
的，就该摒弃。

（作者为福建省尤溪职业中专学校高级讲师、
福建省特级教师、福建省名师）

为何教 教什么 如何教
——从《小学》教材的编纂看朱子的童蒙教育思想

●于宗炫

焦点

朱子一生为官9年，在朝仅46日，多数时间
都在讲学传道，为史上读书多、写书多、办书院
最多的教育家。本文拟从朱子编纂《小学》这部
教材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三个方
面进行分析，旨在探究朱子的童蒙教育思想，以
期对当今的教育有所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