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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健康成长不烦恼

成长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它是一个人不断变得更好更强更成熟的过程。然而，成

长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它是一个“破茧而出”的过程，就像是蚕蛹化蝴蝶，就必

须经历漫长黑暗的岁月时光。人也一样，想要成长，就必须接受种种的人生考验。有

时候人们在完全看清事物的本质后，可能会感到非常痛苦，这并不是因为自己必须独

立面对各种困境，而是因为在你还处于懵懂状态的时候，更多的问题接踵而来，摆在

你面前的路会变成很多条，但是这样的迷宫却没有人能教你到底该走哪条路——因为

每个人的成长轨迹不尽相同。究竟该如何去走，主要是靠自己去解决。

人生的岁月是有尽头的，但是生活中的苦难和烦恼却无穷无尽，问题总是一个接

着一个，总会在第一时间给你的世界增添忧愁。在人生旅途中，特别是青少年时期，

心灵的天空时常会飘来朵朵阴云。中小学时代是人生中的黄金时代，是快乐的时代，

是绚丽多姿的时代，也是困惑和矛盾冲突的时代。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生理发育逐

渐成熟，但心理成长还远远跟不上。

在这个时期，一些心理问题就会在某些青少年的身上显露出来。其中大部分仅仅

是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迷茫、一种困惑，但由于心理问题是动态的，具有累积效应，一

旦遇到某些特殊情况和诱因便会突然爆发。

好像突然之间，你不知道怎样和老师相处，不知道怎样才能交到更多的朋友，不

知道为什么自己会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为什么这么迷惘，为什么这么冲动，为什么

自己有时自傲，有时却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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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条曲线，有高峰也有低谷，有阳光灿烂，也有忧虑和沮丧。命运对每一

个人都是公平的，没有人会永远一帆风顺，都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难题，经历这样或

那样的坎坷，有些人在困境面前选择了妥协，有些人则选择了勇敢地面对，这就是快

乐的成功者与苦闷的失败者的区别所在。

失去是另一种获得，困境是另一种赐予，缺憾是另一种圆满。

成长，促使我们的心中放飞出无数的梦想，我们渴望自己的学习成绩更优异，盼

望自己生活得更时尚、更美好，向往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攀上人生成功的巅峰。小小

的改变，往往能让命运转变，通向幸福人生的坦途。我们要学会在变化中成长，在困

境中变得强大。学会用多种方法去解决所面临的难题，试着改变一下想法去考虑生活

中的问题，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方式生活，怀着一颗热爱生活的心，细腻地去感受人

生，把自己身上的真实力量充分地展示出来。改变，只有通过不断地改变，才能实现

心中的理想，让人生拥有更多的可能。

一粒沙中看世界，一朵花里有天堂。我们微小的瞳孔映照着广阔的世界，我们

有限的人生蕴含着无限的哲理。用心去发现，将浓缩的真知化为鲜活的智慧，我们就

能在学习和生活中驾轻就熟。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去学习、生活，以微笑面对人生世

事，以勇气和毅力克服困难和挫折，以一颗乐观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成长过程中所遇到

的种种烦恼，使困境变成顺境，收获意外的喜悦。

这套“青少年健康成长自助宝典”丛书，正是针对青少年成长路上遇到的各种烦

恼和问题而编撰，是一套从积极的、正面的角度解答和帮助的心理自助类图书。本丛

书提倡青少年珍惜青春，自尊自勉，自强自信，团结互助，尊敬师长，挑战自我，用

青春的正能量来战胜烦恼，完善自己，成就自我。衷心希望青少年朋友们通过阅读这

套丛书，获得更多的青春元气，展开理想的翅膀，排解成长过程中的烦恼，为自己打

造一个智慧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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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传统美德

尊师重道，这个成语最早出现在《后汉书·孔僖传》：“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

道。”古语曾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师者，人之模范也”，“一日为师，终身

为父”，“人有三尊，君父师是也”等。这些言语无不展现了中华民族“尊师”的道德观

念。从古至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往今来，薪火相

传。尊师重道能够很好地展现体现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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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之风代代传

国将兴，心贵师而重傅。

——《荀子》

尊师敬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古代，老师在社会生活中有相当高的

地位。古人所列举的应该受到特别尊崇的对象是“天地君亲师”，老师位列其中，

可以和天地、君主以及亲人并驾齐驱。我国民间一直有“俗以天地君亲师五者合

祀，比户皆然”的传统。在儒家的观念中认为，人有三尊，君父师是也。教育界的

祖师孔子，更被尊称为“至圣先师”，即使是皇帝，对他也要顶礼膜拜。可见在古

人的心中，老师占有怎样重要的地位。

古时候的人们对于尊师，有一套独特的礼仪。学生入学，先要行拜师礼。以清

代的拜师礼仪为例，要在学堂的正中摆好桌子，学生带着见面礼在学堂外等待，老

师出来召见，学生进去献礼物放到桌上，先向先师孔子牌位跪拜，然后向老师行跪

拜礼，老师站立以揖礼相答。以后每天早晨入学堂，晚上出学堂见到老师，都要对

老师作揖行礼。堂上先生提问，必须站立起来回答。向老师请教也要起立，老师讲

解，要垂手恭听，命坐，再坐下。这种起立、恭听的礼节一直延续到现在。就像我

们现在课堂上回答问题要站起来一样。

老师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尊重，是由于古人有这样一种观念，即老师对于一个

人赖以安身立命和处世的“才”“德”有重要的造就培育之功。一个人在成长过程

中，除了受家庭父母的教养外，还要靠老师的教导和栽培，是老师教给人们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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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及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使人一生受益。因此古人说：“人之常尊，曰君，曰

父，曰师，三者而已……君之于臣，父之于子，力有所不及处，赖师之教尔，故师

之德配君父。”在这句话里，把老师的恩德比之于父亲，所以老师不但有“恩师”

之称，而且被弟子称为“师父”。“德业之师，以父道事之”。“师徒如父子”

是古代敬师的名言。古代的学生也确实是像孝敬父亲一样对待老师的。《吕氏春

秋·劝学》中说：“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此所以尊师也”。在学校里师生共

同生活，学生要精心侍奉老师的起居饮食；老师去世后，弟子要像对去世的父母那

样祭祀。这种父子般的师生情谊，表现了我国古代特殊的师生关系。尽管这些礼仪

中包含了封建伦理的一些道德观念，但是那种真挚的情谊确实感人肺腑，是后世学

子需要继承发扬的。

古代的尊师，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尊师敬长不仅在民间百姓、学生、士大夫

中形成风尚，而且上层统治阶级也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做出表率。统治阶级的

尊师在于重道，即“尊师重道”。这里所说的道，主要是指维护封建纲常伦理和统

治秩序的儒家思想和教义。对于儒学的祖师孔子，自然更应倍加崇敬。尊孔，正是

为了尊崇其道，因此祭祀孔子，是历代朝廷典章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帝王政治

生活中的大事。过去的封建王朝培养统治人才的最高学府——太学（即后来的国子

监），供奉孔子，皇帝亲自去国子监祭孔，皇帝本人也要对孔子的神位跪拜行礼。

皇帝不仅拜孔子，对于自己的老师也同样礼敬。曾经为帝王师者，帝王不以他们为

自己的臣僚对待，而要敬之以师礼。可以说，帝王之师享受着一般封建王朝臣子所

没有的待遇。

为了推行尊师重道的宗旨，朝廷对社会的各阶层的教育都有严格规定。首先是

皇家。唐代规定，太子的老师授业时，太子必须出殿门迎接，先行拜师礼，老师答

拜。每进一门，先让老师进，太子后随。入殿后，老师坐下，太子才能落座。这种

礼节，成为唐代的定制。到清代，朝廷规定国子监的学生初见国子师时，老师在堂

中等候，学生进来后，对老师行三揖礼，老师站立受礼，然后老师位于西边，学生

在东，面向老师，听老师训诫。训诫完毕，学生行三揖礼退出。而在民间还有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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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这些私塾中师生之间的礼节，朝廷也都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无不体现了

国家对于尊师重道的重视程度。

尊师心语 ☆☆☆

☆

古代的尊师行为固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其中不无封建糟粕，但它所体现

并流传下来的尊师敬长精神，则是值得今天继承和提倡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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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重教是国家发展的助力

坚持意志伟大的事业需要始终不渝的精神。

——伏尔泰

教育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是经济腾飞的基础，是

国家兴旺的根本，所以尊师重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放眼世界，近

现代以来，每一个国家从落后到兴起，再到强盛，其间都是由教育和教育工作者，

在支撑起那段美好却艰苦的岁月。近代德国和日本崛起的历史，无不与其国家尊师

重教的传统和习惯有关。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父子是两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国王。在生活中父子二人是

特别吝啬的人，平时只穿士兵服，毕生只有一件礼服。虽然对自己朴素至极，要求

苛刻，但是对于国家的发展却相当高瞻远瞩，而且出手大方。他们特别重视教育，

对教育方面出手非常大方。1717年9月28日，为提高国民素质，威廉一世签署了《普

通义务教育》谕令：“普鲁士王国内，所有5至12岁的孩子，必须上学，接受学校教

育，否则，家长将要被处罚。”“所有适龄儿童，冬季必须每天上课，夏季除了帮

父母做农活外，每星期至少要上学1到2日，以使冬季学到的知识不被遗忘。学费每

星期6分尼，支付不起的家庭，由当地政府承担。”这部谕令一经颁布，就有人提醒

威廉一世说：“如此改革好是好，但将耗资巨大”，威廉一世国王斩钉截铁地说：

“这些钱相对于我的长远收益来说，算得了什么？我推广教育，改善的将是我整个

国民的素质啊！”到国王去世时，普鲁士全国的学校由当初520所乡村学堂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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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0所，教育改革成果显著。其子继位后坚决贯彻了义务教育的基本国策，1754年

将上学年龄由5至12岁变更为5至14岁，学校遍布国土所有的穷乡僻壤之处。1765年8

月12日，国王还亲自签署了世界第一部《普通义务教育法》。

日本则把教育视为“建立现代化经济的第一要素”，自明治维新以来，历届日

本政府把教育看作是立国之本，认为重视教育是追赶欧美强国的有效途径。从1872

年颁布第一个近代学制算起，日本仅用55年时间就普及了6年制义务教育。速度之快

令世界震惊，这体现了日本教育强国的强烈愿望。二战日本战败后，经济到了崩溃

的边缘，国家荒芜，遍地废墟，百废待兴。但是此时的日本更加重视教育，开始了

第二次大规模的教育改革。战后历届内阁都紧紧抓住教育不放，把教育看成是“国

政的根本”，是“建立现代化经济的第一要素”。1947年，在政府财政极为困难的

条件下，日本政府毅然决定把普及义务教育由6年延长到9年，免费为中小学生提供

餐点和教科书，每年还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6％作为教育经费，这样的教育支出比

例远远大于其他国家。1948年日本就实现了9年制义务教育。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

本高中入学率已达94％，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看，已经相当于日本基本上普及

了高中教育，且大学入学率也上升到37％，大学教育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日本人

认为，教师是为社会做出自我牺牲的职业。日本的师范生，都有一种光荣感和自豪

感。每当穿着教师服的师范生踏上公共汽车时，乘客们都自动地给他们让座，以表

示人们对未来教师的尊敬！

德国和日本的事例，足以证明，教育是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一个国家

想要发展，离不开人才，然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没有教育工作者，教育工

作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尊师必先重教，重教必需尊师。这两点相辅相成，缺一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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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心语 ☆☆☆

☆

霍勒斯·曼曾说过，普及教育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国强靠人才，人才靠

教育，教育靠教师。尊师重教是国家发展的推动力，是一项全社会需要长期坚

持的事业。

孔子尊师，名传千古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论语》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

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成为了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

世统治者尊为至圣先师、孔圣人。据传孔子门下三千弟子，贤者七十二人，是名副

其实的“万世师表”。他本人却是一位非常虔诚和谦虚的学生。

春秋时期，孔子得知他的学生宫敬叔奉鲁国国君之命，要前往周朝京都洛阳去

朝拜天子，觉得这是个向周朝守藏史老子请教“礼制”学识的好机会，于是征得鲁昭

公的同意后，与宫敬叔同行。到达京都的第二天，孔子便徒步前往守藏史府去拜望老

子。正在书写《道德经》的老子听说誉满天下的孔丘前来求教，赶忙放下手中刀笔，

整顿衣冠出迎。孔子见大门里出来一位年逾古稀、精神矍铄的老人，料想便是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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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趋向前，恭恭敬敬地向老子行了弟子礼。进入大厅后，孔子再拜后才坐下来。老子

问孔子为何事而来，孔子离座回答：“我学识浅薄，对古代的‘礼制’一无所知，特

地向老师请教。”老子见孔子这样诚恳，便详细地抒发了自己的见解。

回到鲁国后，孔子的学生们请求他讲解老子的学识。孔子说：“老子博古通

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确实是我的好老师。”同时还打比方赞扬老子，他

说：“鸟儿，我知道它能飞；鱼儿，我知道它能游；野兽，我知道它能跑。善跑的

野兽我可以结网来逮住它，会游的鱼儿我可以用丝条缚在鱼钩来钓到它，高飞的鸟

儿我可以用良箭把它射下来。至于龙，我却不能够知道它是如何乘风云而上天的。

老子，其犹龙邪！”这一切都表明了孔子对老子的敬重之情。

除了老子，民间传说也有关于孔子谦虚尊师的故事。在儿童常常阅读的《三字

经》中有这样一句“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

孔老夫子拜七岁的项橐为师，而那个时候，孔子已经是一个学有大成的人物了，他

尚且还勤奋学习，尊师重道。

项橐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位神童。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关于他的确切记

载，但民间传说很多，说他眉清目秀，非常可爱。这个孩子无师自通，聪明无比。

他从小就特别善于观察周围的一切，观察人物、观察自然，而且他与生俱来有钻研

精神。

孔子在鲁国设坛讲学，他听说在东南沿海某处，是知识的宝地，那里的百姓纯

朴却饱含学识。所以孔子就跟弟子商议，东行去体察一下那里的风土民情，了解为

什么说那里的百姓富有学问。孔子和他的众多弟子乘着马车，风餐露宿，一路风尘

仆仆，终于来到了东南的那块福地。

那块土地风景异常秀美，当孔子高兴地观赏风景之时，忽然看见前面的大路上

有一群孩子聚在一起玩耍。孔子便乘着马车慢慢地驶过去，看到大马车过来，其他

的孩子慢慢地散开躲避车子，唯独有一个小孩，就站在路当中，一动不动。这个不

动的孩子就是当时才七岁的项橐。

给孔子赶车的是他的弟子子路，子路是个比较勇武的人，脾气比较急，大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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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斥项橐：“你这小孩子，老夫子在此，你怎么挡在路中不走？”听了子路的话，

小孩不但不动，还叉开双腿，叉着腰站住了。

看到这样的情况，孔子觉得很有趣，于是问这个小孩：“哎，这个小孩子啊，

你拦在路当中不走，什么意思啊？”项橐不认识孔子，但是他一听到有老人家叫他

小孩子，就很顽皮地说：“哎，这里有个城池，你的车马怎么过去啊？”孔子有些

诧异说：“咦，这明明是一条路，哪里有城池？城在何处？”项橐就指了一指，

说：“我脚下边就是城池。”孔子仔细看去，因为项橐两条腿叉开，形状看上去像

城门一样。

项橐不卑不亢，而且气度非凡，孔夫子看着看着也动了一点童心，就下车去

看。孔子一看，这小孩子两腿中间放着几块小石子，搭了一道小城墙。孔子就问这

孩子：“这个城墙有什么用啊？”项橐说：“我这个城墙就是挡你这个车马的，还

要防止敌人入侵。”孔子说：“小孩子还真会开玩笑。你的城墙这么小，我的马车

这么大，我想过去还不是轻而易举吗？”项橐说：“不对，无论大小，它都是城

墙，既然是城墙你的车马怎么过得去呢？”孔子上下打量这个孩子，就觉得这个小

孩子真的很聪明伶俐，不过似乎有点小傲气。

因为急着赶路，孔子不能再耽搁下去，于是就跟这小孩说：“好吧，既然马车

过不去，你说我该怎么办？”孔子想着已经低头求教了，没想到项橐回答：“到底

是城躲车马，还是车马应该绕城而走啊？”孔子没办法，只能告诉弟子，让马车绕

开项橐的小城墙走。

孔子比赛输给了七岁孩子，闷闷不乐的。上路之后情绪一直也不高，继续赶路

的时候，看见路边有个农夫在锄地，孔子叫徒弟停车，他下车问那个农夫：“您在

干什么啊？”农夫回答：“我在种地。”孔子又问他：“看您的样子就知道辛苦，

不过您知不知道您每天锄头要抬起来几次啊？”农夫目瞪口呆，锄头抬起多少下，

谁会天天去数，这有谁知道啊？正在那个农夫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

候，突然看见不远处赶过来一个小孩。原来是项橐赶过来了，他说：“哎，我爹爹

年年种地，为什么就要知道锄头抬起多少下。就像是您，只要出门就乘马车，那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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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知道每天这个马蹄要提起来几次了？”

孔子觉得诧异，这个孩子真的是太机灵了，所以就下车仔细打量这个项橐，

跟项橐说：“孩子，你的确才智过人。这样吧，我们再来比一比。我出一道题，

你出一道题，互为应对。谁赢了谁当老师。”项橐回答：“您是老人家，说话可

要算话。”孔子答道：“童叟无欺。”孔子就问：“天地人为三才，可知天有多

少星辰，地有多少五谷？”孔子的这道题，说的是人生在这世界上都要靠日月星

辰的光芒，人活在这世界上都要靠五谷，当然人都离不开这些东西，但孔子问

的是天上到底有多少星辰，地上到底有多少五谷。这样的题目，即便是聪慧的成

人，也打不出来。但是，项橐说：“天高不可丈量，地广不能尺度，一天一夜星

辰，一年一茬五谷。”孔子听了答案十分震惊，这样的回答，他挑不出项橐一点

毛病，佩服万分。

轮到项橐了，小孩开口就问：“人有多少根眉毛？”孔子一听就愣了，谁知

道眉毛有多少，而且也不像一夜星辰、一茬五谷那样，好歹有个量词能形容。不

过约定已成，起手无悔，孔子没有办法，只好按照刚才的约定，要拜项橐为师，

但项橐突然扑通跳到旁边水塘里待着。孔子说：“为什么跳水呀？”项橐回答：

“沐浴以后方可行大礼啊。也请夫子下来沐浴吧？”孔子急忙摇头摆手说：“我

不会游泳，我到池塘里就会沉下去。”项橐说：“这么说可不对，也没听说鸭子

学过游泳啊？可是鸭子怎么浮在水面上不沉呢？”孔子说：“鸭有离水之毛，故

而不沉。”项橐就说：“这也不对呀。葫芦没有离水之毛也浮而不沉啊？”孔

子被他逼得很紧，说：“哎，葫芦是圆的，里面是空的，所以它不沉。”项橐又

说：“大铜钟是圆的，里边也是空的，怎么它扔下来就沉了？”孔子脸颊通红，

很不好意思，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项橐在水塘里沐浴好了，爬上岸。孔子设案行

礼，拜项橐为师。

孔子和项橐君子约定，互相出题，胜者为师。后来就有了“项橐三难孔夫子”

的传说典故，“昔仲尼，师项橐”就这样流传下来。而且在这个传说当中，还延伸

出来两个我们现在经常用的成语：君子之约和童叟无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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