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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同志相识,有十多年了,缘于一次研讨会。

之后,相见不多,但彼此挂念。 交流不多,但所见略同。

他对我如兄长,我视他为兄弟。

那是一次关于“智慧教育冶的研讨会,《教育时报》组织的。

邀请全省教育名家汇集新安,合作兄弟是其中之一。

“智慧教育冶是我服务新安教育时所主张的,是新安县域

实施素质教育的宏观策略。 她针对违背教育规律的诸多现

象,其核心理念是:让智慧引领教育,让教育生成智慧。 用智

慧点燃智慧,让智慧伴随人生。 让每一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都有一个幸福与成功的人生。

那次研讨会,可谓群贤毕至,发言者声情并茂、妙语连珠,

有时也锋芒毕露、不让于师,这其中就有合作兄弟。

物与类聚,人以群分。 这之后,我俩就“相知冶了。 我送给

他拙著《学记今读———经权解读教育智慧》,他送给我《论语

说》。 他之后的诸多新作,我常常先读为快。

我俩的“相知冶,更多是因为“相似冶或“相近冶,当然也有

互补:譬如做人的真与诚。 本色,质朴,木讷;不做作,不作秀;

没有心计,也不屑心计。

譬如对教育的情与意:“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

为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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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对读书的痴与迷:一种生活方式,什么书都想读,都

可以读。 饭可以少吃一顿,书却不可须臾离开。

怀揣着教育的梦想,拼尽力气想改变点什么。

不同的是,我做教育行政,他做教学改革;我读书甚杂,三

教九流,随读随忘,“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

食。冶他博览群书却有所专,钻研之深令人叹之仰之。 也会有

偏激,是因为深刻;随时可以改变自己,是因为信奉真理。 时

有前人他人未发之言,且自成体系,自圆其说。 让人常有醍醐

灌顶、豁然开朗之感。

一个书生! 一个赤子! 一个教育的实践者,一个教育的

追梦人。

合作对经典的解读颇具特色,忠于原典,穷极资料,时出

己见;谈古论今,古为今用。 《跟着掖学记业学课改》是典型的代

表,借著经典的平台,讲述当下的实践。 经典性、时代性,兼而

有之,读起来既敬之又亲之。

我以为,礼记中的 《学记》、韩愈的 《师说》、荀子的 《劝

学》,是真正的中华教学论经典。 如果无力多读,把这几篇读

熟并“笃行之冶,就可以对得起教师这个称号。 这三篇文章总

共才几千字,但一定传百世而不衰,因为它们揭示了教学的

规律。

经典意味着永恒。 经典是不死的,任何时代都需要经典

的滋养。 任何时代都需要并可能对经典进行诠释和解读,离

开经典的教育教学,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离开了经典的人

生,也是苍白的灵魂无处安放的人生。 合作同志学习经典,诠

释经典,汲取经典的智慧为当下服务。 非常勤奋,很有悟性,

多有建树,成果颇丰。

腋跟着学记学课改夜,是重要的建树、重要的成果之一。

课堂、课程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 课堂是主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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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课堂教学是主渠道。 课程支撑着教育目标的达成。 可以

不夸张地说,有什么样的课程和课堂,就有什么样的教育。 学

校靠什么去影响学生? 教师靠什么去教育学生? 课堂与课

程。 课改,是拨乱反正,是对现代西方教育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是离其形取其神。

许多的课改不成功,深入不下去,提升不起来,其中重要

原因是无源无根,为改革而改革。 正确的选择是,汲取全人类

当然也包括西方的智慧,但决不能忘了我们的根和源———先

贤的、经典的智慧。

权为序

韩经权(洛阳市教育局副长)

2015. 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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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中华文明不绝于世,皆赖于教育。 自古以来,中国不仅是教育大

国,也是教育强国。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冶中国的教育历朝历代都最受人

重视,然而现在中国的教育也最为人们诟病———应试教育使青少年乃至成

人失德行为严重。 原因何在? 主要是几十年来新中国的教育理念一直是借

鉴学习西方的教育理念,先是苏联,后是欧美,而中国的教育理念却难觅踪

迹。 提倡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就是提倡继承、弘扬、应用中华文化。

英国是以英语影响世界,美国以美元影响世界,中国以文化影响世界。

文化是灵魂,文化是精神,中国文化很有特色。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

区别,中国文化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立德树人,德才兼备,注重提升人的品

德;西方文化以钱为本,以争为贵,以钱树人,名利双收,热衷刺激人的欲望。

西方教育是学为主,中国教育以习为主,西方教育重知识,中国教育重智慧。

几十年来的教育证明,一味地借鉴学习西方的东西,会水土不服。

2014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反对教育“去中国化冶;同年 10

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古代的治国之道,习近平总书记说:“解决中

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冶解决中国的教育

问题,也要从中华经典中汲取教育智慧,建构中国经典教育理论体系,用中

国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

中式教育理论体系是中华经典教育智慧的结晶,是济源教育十六年来

的研究成果,以闫合作老师为核心,在各届教育局领导的指导下,在众多参

与老师的辛勤努力下而建构的中国的教育理论体系。 中式教育是从中华经

典汲取的教育理论体系,称中华经典教育学或中国经典教育智慧,也称中国

式教育,简称中式教育,包含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内容。

中式教育之“中冶有三层含义:一是指来源,“中冶指中国,来源于中华经

典《老子》《论语》《学记》《大学》等;二是指方式,“中冶是适中,适宜于中国文

化中国社会中国教育中国教师中国学生;三是指效果,“中冶是有效,河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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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法中不中? 中!

中式教育理论体系包含孔子的教学方法、老子的教育哲学、《学记》的教

育理论、诸子的教育思想,是一套指导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完整

的教育体系,能够与现今需求高度契合,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学校教育主要运用孔子教学法,孔子教学法用能提升学生素质的方式

提升学生的成绩,可以有效地解决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矛盾,可以从根本

上解放老师、解放学生,教师轻松愉快地教,学生轻松愉快地学,才是真正的

幸福教育。

家庭教育主要运用圣贤教子法,有效解决家庭教育的方向、方式、方法,

解决孩子教育的根本问题。

社会教育主要运用修身养性法,调适身心,增长智慧,使人工作愉快,生

活幸福。

韩愈说:“师也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冶教育的重要功能是传道,授业

解惑是传道的载体、手段而不是目的。 学校不能只是关注授业解惑即知识

的传授,更要注重传道。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逐无

涯,殆矣。冶人生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

这很危险,也是很愚蠢的。 知识越学越多,而且是学不完的;道是有限的,道

是万事万物之根本。 教育是传道,这是古人早已说得明明白白的事,但愿向

中华经典求教育智慧的中式教育能弥补现代教育“道冶的缺失。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冶习还要做到时习,“当其可之谓时冶。 (《学记》)

时习就是适宜之习,要适时、适地、适法、适人……只有时习才能取得最佳的

效果。

现在的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差异太大,很多学生并没有达到基础教育

的水平,主要原因是“习冶在课堂上做的不够好。 课堂学多习少,就无法照顾

到大部分中下等的学生。 基础教育不是选拔教育,老师一定要保障每个孩

子的成长。 课堂多习旧知,是保障每个学生圆满完成学业的最佳方法。 让

所有的学生共同成长,这是基础教育最基本的要求。 把学与习还给课堂,还

给学生,不但教育简单,学生学习也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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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学与习还给学生、还于课堂,教育就变得简单了。 中式教育的孔子

教学法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学与习还给学生。 中国古代教育最成功之处就是

学少而习多,只有几本经典,反复学习而培养出人生之基本能力。

《论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冶任何事物追根溯源,找到本,会发

现都是简单的,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复杂。

真正的教育应该是简单的。 大道至简,教育是传道的事业,教育一定应

该是简单的。

教育应该是简单的,教育必须是简单的! 否则“学生苦、教师累、校长

难、局长烦、社会怨冶的教育现状就没有改变的希望。

少年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教育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关系到每

一个学生的未来,承担着国家兴亡的使命,也承担着每个家庭幸福的使命。

创新必需立足于传统,不忘本来,才能面向未来。 把中国经典教育智慧引入

现代教育,必将开创中国教育的新篇章。

(李长会,生于 1934 年,王屋山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原济源市政协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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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来,我一直从中华经典文化中挖掘教育智慧,引导一些学校在教

育实践中应用我们中国的教育智慧。 我把这叫做“中国式教育冶,也称为中

式教育。

我认为,传承中华文化,是中国教育的本分;办中国式教育,是中国学校

的本分。 提出中式教育,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用中国教育智慧培养有中华

文化的人,二是用中国教育智慧培养有中国智慧的人。

我们都知道,百年来,中国教育思想体系一直是在借鉴西方的教育思

想,而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批判得多、传承应用得少。 因为传承少而借鉴

多,我们的教育实践中常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甚至教育偏离了其本质。 中

国古代的教育非常注重修身,而现代学校教育中,育人是缺失的,考试选拔、

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方面注重知识的传授而轻育人的过程。 中国古代教

育中,育人的方式主要是用中华艺术与中华经典。

中国的古代教育中,琴棋书画等中华艺术是学生必修的科目,而这些科

目的开设,目的不是培养学生有一技之长,而是为了修养学生的性情,陶冶

学生的情操,让小孩子在艺术的熏陶中成长,这是效果非常好的育人方式。

比如中国的写字教学,不只是教书写技能,它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中华

艺术的传承,也是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 中国所特有的表意文字不仅在实

用上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而且一直以特有的艺术情趣著称。 我们的教育

要让学生从写字中感悟中国书法之美,体会汉字表情达义的博大精深,激发

学生热爱中华文化的热情,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操,同时,写字还能培养学生

清静、稳重、耐性等品质。

先秦经典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中国文化的源、中国文化的魂。 北京师

范大学沈立教授在一次报告中说:“中国教育之布为何几十年没有织成? 是

因为没有经线———以中国经典为核心的基础课程。 中国教育要向前走,必

须先向回走,脱离了中国文化的教育不是中国教育。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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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古代经典是文言文,现代人读不懂。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冶“温故而知新,可以

为师也。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

不如乐之者。冶“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冶这些文言,有几个人读不懂

呢? 为什么懂? 因为读得多,读得熟。 如果在学校开设经典诵读课,孩子们

每天诵读经典,读得多了,自然都懂。

经典诵读,让孩子与经典同行,与圣贤同在,耳濡目染,修身养性。 经典

不是远离我们的历史教条,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经典使人深邃而卓

越,经典维系着人类文化的命脉,是点燃人类高贵精神的火种。

也有人说,经典中有封建糟粕。 请问世上有没有糟粕的东西吗? 西方

文化就没有糟粕吗? 任何东西看你如何看待、如何应用。 同样一把刀,既可

用来杀人也可用来救人。 我们不会因每餐饭中有糟粕而不吃,为什么不能

接受中华经典文化呢?

用中华经典来滋养孩子,培养出有中华文化的学生;用中华经典教育智

慧来培养有中国智慧的孩子,这是中式教育的目的。

中式教育最大的特点是寻根溯源,找出教育之根本,比如对学习的理

解。 学习不仅仅是看书、听讲。 “初为学,复为习。冶第一次接触是学,而对旧

知的提取、应用是习。 在语文课上,提倡先学后习,只要学习任何新知识,都

要提取相关的旧的知识,一是巩固记忆,二是练习提取知识的能力;数学课

上先习后学,先提取相关的旧的知识,从而推出新的知识。 记忆力分为记力

与忆力,往往不是学生的记忆力不好,而是忆力不好。 这忆力不好,与老师

在教学过程中不注重学生知识的提取应用有关。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冶习不是简单的重复练习,而是指适时练习。 比

如学习一个字,不是让学生把这个字重复写几十遍,而是在一周或一月的教

学过程中,要通过有意设计使这个字在课堂出现几十次。 这是时习。 数学

练习也不是做很多练习题,而是要把每一个练习题不同时间段做多遍。 对

同一个练习题多次去做,就会记忆深刻,知识掌握牢固。 因为题是重复做,

学生才可以有精力去注意到容易出错的地方而有意去避免,才有可能去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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