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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甘肃省教科所 刘於诚

畅家巷小学编写的这本《经典与养正》，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符合新课改的基本

精神。 这里所说的“经典”，是指从我国古代流传至今的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有关典籍，

大多是当时的启蒙读物，同时也包括一些浅显的古代诗词。 这些典籍 ，饱含着华夏先

哲们的无穷智慧，记载了炎黄子孙的辉煌业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

产。所谓“养正”，从广义来说就是孟子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

就是高尚、刚正的气质。 从狭义来说，“养正”就是对青少年的一种养成教育，即培养他

们魂系中华的爱国情怀和砥砺品学、上下求索的进取精神，以及团结互助、尊老爱幼

的人文素养等。 我们让孩子们从小接触经典、阅读经典、记诵经典，使人类这一文化瑰

宝得以发扬光大并赋予其新的内涵。 把它作为校本课程加以实行和推广，我以为是一

个大胆而有益的尝试。

我国有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在语文教育方面有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 古人注重多读多思多写，朗朗地读，大量地读，大量地背，大量地记，认真地思

考，悉心地揣摩，由感悟、积累以至于运用，诵之于口，得之于心，出之于笔，正所谓“积

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 反观我们现在（课改前）的语文教育，往往忽视了少年儿童入

学前的语言基础，浪费了学习语言的黄金时期。 小学 6年，学生虽然学会了划分主谓

宾，学会了分析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也识了不少字，但背不出几篇诗文，没有积累几

篇终生有用的语言材料，写不出像样的文章，甚至错别字满篇……这些经验和教训，值

得我们认真汲取和反思。

本书所选的《论语》、《三字经》和唐诗等内容，少儿虽暂时不太懂，但如果能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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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生活阅历的丰富、理解力的增强，自然能消化吸收，终身

受用。 本书所节选的《论语》，一开始就让学生接触到做人、求学、立事的道理，涉及天

文、地理、历史等诸方面的知识。 打下这样的基础，再不断涉猎古今中外文史哲的典

籍，那语文学习的天地该是多么广阔。 受过这样的训练，他们就会读起书来能知其意，

提起笔来能写文章，甚至还能吟诗作赋抒发心志情感，语文素养必将大大提高。 这正

是我们每一位教师和家长所企盼的。

2- -



前 言

《经典与养正》是我校校本课课程教材，内容包含古今中外的部分经典著作，如《论

语》《三字经》等。其中，在原文和译文的基础上增加了导读和评价的内容，并附有案例、谚

语、格言和故事等。

本书所选的《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语录。它集中了儒家思想中关

于政治、哲学、教育、伦理、文学、艺术和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内容，是儒家学派最重要的经

典著作。从西汉开始，《论语》一直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宋朝宰相赵普曾有“半部《论语》

治天下”的说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论语》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为中华文化的代

表，《论语》在古代就流传到海外，被西方人称为是“东方的《圣经》”。

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会议的宣言中说：“人类要在 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

到 2530年前中国的孔子那里去找智慧。”为此，我们从《论语》中精选了适合少年儿童学

习的部分，在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与小学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让孩子们在记忆的最好时

期，以他们乐于接受的方式获得传统文化的基本素养。

本书中《节日》与《饮食》部分的内容，选取的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节日、饮

食文化的相关知识。在阅读与学习中，让孩子们感受祖国博大精深的历史底蕴，了解节日

的由来、风俗、独特情趣，以及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乐观向上

的生活情趣。

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校本课程让我们的孩子在人生记忆最好的年龄，通过

诵读经典达到文化熏陶、智能开发与人格塑造；构建一个耳濡目染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生

活氛围，达到自我学习、自我完善、自我创造、自我成就。

来吧！孩子们，请认真阅读和背诵，你将终生受益。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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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爸爸妈妈的话：

明代著名理学家吕坤曾说：“初入社会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

《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所载为常理常

道，其价值历久而弥新。我们这本《经典与养正》校本读物融入了我国一些经典之作，

如《三字经》《论语》等内容。这些内容合辙押韵，便于诵读；而入孝出悌，符合礼教，被

誉为“开蒙养正最上乘”。编纂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引导孩子们在阅读与背诵中潜移默

化受到教育，懂得孝敬父母、关爱他人、与人合作、勤奋进取等做人的道理和处事的原

则。

从小教导儿童诵读经典，不仅符合儿童学习的天性，而且自幼就开始接受五千年

文化的熏陶，是奠定一生优雅人格的基础。经典深奥难懂，那只是大人的理解，对儿童

来说，背“经典”与背“广告词”一样简单，“不求理解，只求熟读”。读多了，他就会背；背

会了，便成为他一生的智慧与财富。请家长和孩子们一起诵读经典，在与经典同行中，

享受天伦，可谓其乐融融。希望您在和孩子一起的阅读中，共同了解祖国文化。

本书中的《论语》原文部分要求孩子在教师和家长的督促与帮助下，达到熟练成

诵；译文部分和节选故事，由家长给予适度的讲解与指导；后面的“冬冬伴你行”与综

合实践部分，要求孩子在教师引导、家长帮助，以及与同伴的合作下共同完成，从而形

成由不断诵读、烂熟于胸到生活中不断自我体悟消化、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直至醇

化其道德人格，提升其人文理念。相信我们的孩子通过校本课程的学习，会变得知书

达理，善良聪慧，乐观坚定，胸怀博大……

由于我们的经验和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家长在使用过程中

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改正。如果您有更好的建议和想法，请与我们联系。

2012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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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三字经





人
rén

之
zhī

初
chū

，性
xìnɡ

本
běn

善
shàn

。性
xìnɡ

相
xiānɡ

近
jìn

，习
xí

相
xiānɡ

远
yuǎn

。

苟
ɡǒu

不
bú

教
jiào

，性
xìnɡ

乃
nǎi

迁
qiān

。教
jiào

之
zhī

道
dào

，贵
ɡuì

以
yǐ

专
zhuān

。

【译文】

人出生之初，禀性本来都是善良的，天性也都相差不多，只是后天所处环境和所

受教育不同，才导致彼此的习性有了巨大的差别。

如果对孩子不严加教育，孩子善良的禀性就会改变。教诲一个人按照本性发展的

方法，贵在教导他专心致志，始终不懈。

冬冬伴你读

读一读、背一背上面两节，再记一记下面的这则名言，相信你一定会有很大的

收获。

天赋仅给予一些种子， 而不是既成的知识和德性。 这些种子需要发

展，而发展是必须借助于教育和教养才能达到目的的。

———凯洛夫（前苏联教育家）

三

字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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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
xī

孟
mènɡ

母
mǔ

，择
zé

邻
lín

处
chǔ

。子
zǐ

不
bù

学
xué

，断
duàn

机
jī

杼
zhù

。

窦
dòu

燕
yān

山
shān

，有
yǒu

义
yì

方
fānɡ

。教
jiāo

五
wǔ

子
zǐ

，名
mínɡ

俱
jù

扬
yánɡ

。

【译文】

从前，孟子的母亲为了使孟子能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成长，曾 3次搬家。孟子不

努力学习，孟母生气地割断正在织布的纱线，以此教诫孟子只有日积月累地学习，方

有进益。

五代窦禹钧教育孩子有良好的方法。他所教育的 5个儿子，都相继科举及第，美

名远扬。

冬冬的故事屋

读了下面的故事，你一定会留下很深的印象！

孟母三迁

孟子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但是，到他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不太富裕了。在他 3

岁的时候，深爱他的父亲便去世了。母亲带着他，靠祖宗留下的一点遗产和织布卖的

钱，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

孟子的母亲十分重视对儿子的教育。早先，在她家的附近，有一大片坟地，经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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