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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教学之道
何铁勇 俞培锋 著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用以说明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或

原理。在不同的哲学体系中，其含义有所不同。

老子所说的“道”，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孔子所说的“道”，是“中

庸之道”，是一种方法；佛家所说的“道”，是“中道”，是佛家的最高真理。

围棋是一门求道的艺术。这里的道，是技术，是方法；是秩序，是规则；

是礼仪，是和谐；是静雅，是清寂；是星空，是流水；是人性，是本源；是精神，

是灵魂。“益智养德·尚美怡情”是文化之道，是育人之道，亦是教学之大道。

追寻教学之大道，寻求的是教学之本源、教学之规律，追求的是高尚育

人之路、快乐育人之路。追寻围棋文化建设之道，积淀了科研提升之力量，孕

育了课程建设之灵魂；追寻教师专业发展之道，开启了区域联动之蓝图，践

行了科研兴师之王道；追寻综合实践活动之道，回归了学生自主之本源，追

随了生活教育之真谛。

道，一“首”一“走”。故，第一次走的路、第一次用的方法才叫道，重复别

人做过的事不叫道。走不一样的路，坚持创新才能生道。追寻教学之道，核心

是创新，而这创新是追求教学真谛之道，亦是今天我们这些教学求道者必须

坚守的信念。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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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追寻围棋文化建设之道，积淀了科研提升之力量，孕育了课程建设之

灵魂。

我们对围棋文化的建设，大概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竞

技教学到普及教学；从兴趣活动到课程建设；从单一的技能培训走向文化育人；

直至今天提出“益智养德·尚美怡情”的育人理念，这一路走来，无论课题研究，还

是学术论文，我们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了浙江省乃至全国少儿围棋教学界

的标杆。“浙江省特色学校”、“全国十佳围棋育苗基地”、“全国中小学棋类教学研

究先进实验基地”这些荣誉奖牌见证了围棋文化的建设历程。一路追寻围棋文化

建设之道，获得了两点认知。

一是积淀了科研提升之力量。科研提升了什么？提升了特色发展内涵，提升

上篇：围棋文化建设之道

◇棋类活动具有教育、竞技、文化交流和娱乐功能，在学校积

极倡导棋类活动，有利于青少年学生个性的塑造和美德的培养，有

利于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操作能力，有利于提高

学生的文化素养。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不下棋就不可能充分增强智能和记忆力，下棋应当作为智

能修养的科目之一列入小学教学大纲。

———苏霍姆林斯基



了教师专业素养。2000年以后，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我们开始关注学

生在围棋教学活动中获得综合素质的提升。“围棋教学促进小学生创新思维发展

的实验研究”是我们第一个真正用研究的眼光和技术来开展的研究课题，具有里

程碑的意义，研究成果获得了诸暨市 2001年度优秀教科研成果一等奖，并在《浙

江教学研究》上全文刊登；而后相继开展了“小学围棋活动课教学研究”、“小学围

棋校本课程的研究与开发”、“‘益智养德·尚美怡情’围棋文化理念的培育与实

践”等三个浙江省教育科学年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获得省一等奖。这些研究极

大地提升了特色学校的发展内涵，而教师的科研素养也在参与过程中获得了质

的提升。

二是孕育了课程建设之灵魂。新课改的核心之一就是建立教师的课程意识，

围棋文化建设毫无疑问具有这样的功能。2004年编写制订的全国第一部《围棋课

程标准》，获第二届全国中小学棋类教学科研论文评比特等奖，得到了中国棋院

的肯定并向全国围棋教学界推广；同年编写的《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走进围棋》由

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并被评为诸暨市优秀校本教材、诸暨市优秀校本课程；

2007 年编写的《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围棋基础》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12年

编写的《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围棋文化》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另外，2007年 11月，

我们参与编写的《趣味围棋教室·入门篇》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2008年 8月，

我们参与编写的《趣味围棋教室·初级篇》（上下）和《趣味围棋教室·中级篇》（上

下）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期间，“围棋课程的教育价值有哪些”、“校本课程开

发须有三情四策”、“围棋课程观下的课程建设”、“校园围棋文化的多元构建”这

些学术论文陆续发表，保证了围棋文化课程建设的系统性。

在追寻围棋文化建设之道过程中，我们的教师浸润其中，规划、研究、实践、

反思，他们的专业成长也就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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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教学与潜能挖掘

素质教育是要充分发挥每个人潜能的教育。人的潜能素质，一是指人体内蕴

藏有亿万年生命演化形成的极为丰富的肉体和精神力量，二是指人类千万年的

社会实践和文化成果在人的身心结构中的历史沉淀和晶化，马克思称之为“人自

身自然中沉睡的潜能”。

围棋是我们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文化遗产之一，已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

史。近几年来，诸暨市围棋学校在坚持面向全体学生传授围棋知识，普及围棋运

动的同时，还就“围棋教学与学生潜能素质开发的关系”这一实验课题进行实践、

探索和研究，对围棋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

一、围棋教学与智力潜能的开发

智力，是指人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

思维、想象、记忆等。而围棋，正好在这几个层面满足我们对学生进行智力潜能开

发的需要。围棋具有深刻、丰富的内涵，和哲学、逻辑学、数学、社会科学、军事科

学、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列宁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棋是智力的体操。”前

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甚至认为：“不下棋就不可能充分增强智能和记忆

力，下棋应当作为智能修养的科目之一列入小学教学大纲。”

（一）通过学棋，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思维是人的高级认知活动，是智力活动中心。小学生的思维，往往是浅性的、

单一的、以我为是的“我向思维”，表现为“我觉得怎样是怎样”，而很少从对方的

3



立场、角度去思考。无疑，这种思维有很大的缺陷。而下棋，则是斗智斗勇，是“勾

心斗角”的多角度、发散性思维，每一步棋，自己有几种选择，哪种最好？对方有几

种应法，可能是哪一种？如何提高自己的子效，促使对方的无效？对方的意图是什

么，是假装中计，还是针锋相对？……这里有一个思维过程，即形象思维—逻辑思

维—形象思维，这样思考下去，几乎每一着子都有十几种、几十种的下法。沈括在

《梦溪笔谈》中指出，棋局的总数在 3的 361次方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相同的棋局，

无怪乎围棋巨匠吴清源、藤泽秀行感慨自己下了一辈子围棋，连边也没挨上。

所以，尽管棋手水平有高低之分，但只要下棋，他们的思维就具有多样性、活

跃性、灵敏性的特点，大脑始终处于想象、演绎、推理、筛选的兴奋之中。“多想出

智慧”，恩格斯把“思维着的精神”称作“地球上最美的花朵”，经常下棋，可以锻炼

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爱动脑、善于动脑

的良好习惯。特别是当学生的围棋文化积淀到一定量时，比赛中，思维深处灵光

一闪，妙着迭出，仿佛神来之笔，令人赏心悦目，这就是钱学森所说的“灵感思

维”。这种逻辑性、发散性思维，对学生认识人生、社会、人的复杂性十分有效。而

且实践表明，学生们往往能将这种发散性思维运用到学习上，能多角度地解答作

业，回答老师的问题，多角度地构思作文，一改作业“千人一面”的沉闷呆板。

（二）通过学棋，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想象是人们学习过程中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心理

因素，是培养创造力的一个重要环节。爱因斯坦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

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

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围棋的每一局都是新的，许多选点都具有不唯一性、不确定性、不可测性，一

方棋枰其实就是黑白两色组成的浩渺无际的宇宙空间，任学生的想象力尽性驰骋。

布局伊始，头脑中就出现一幅自己设计勾画的蓝图，随着棋局的进程，学生必须

不断地根据棋局的形势调整行棋的思路、方针，调整构图。从一着子考虑到整个

棋局，征子、弃子、打劫、死子活用、落子的先后、子效的大小等等，根据学生自己

的理解、判断、分析、想象，使空虚的棋盘在大脑中充盈起来，使具体的棋盘在大

脑中抽象起来，看见“没有”的东西，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形象，使学生的想象力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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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起来，开阔起来，有效地弥补因为年龄结构、知识层面、生活经验造成的不足，

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让他们主动地发展。

二、围棋教学与学生心理潜能素质的开发

良好心理素质的培养，就是力图使学生能自知、自信、自控、自律、自强，情绪

稳定，承受力强，意志坚定等。而围棋教学对这几方面的培养有其独到之处。

俗话说：“棋局如人生。”这不仅是因为棋局的变化如同人生一样复杂多变，

风云突起，难以把握，而且一局棋进行的攻防、取舍、刚柔、进退、虚实、预定目标

与实现目标等，几乎都是矛盾的出现、解决、统一，在表现出棋手对棋局的判断、

棋理的运用的同时，更将棋手的情绪、意志、毅力等淋漓尽致地综合体现出来，恰

如一个人在面对纷繁错综的世界一样。

一局棋局总是表现出优势与劣势。情绪自控力差的学生，往往在优势时盲目

贪功，粗心大意，得意扬扬；处于劣势时则容易情绪急躁，垂头丧气。经常下棋，可

以帮助学生克服急躁和优柔寡断的不良性情，增强战胜困难的意志、毅力和勇

气，培养学生良好的非智力素质。学生复盘探讨时，或多或少能使学生接受经验

教训，理解胜负之因除技艺之外的意志、毅力、情绪等因素，从而逐步弥补改正

之，达到“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境界。另外，依靠顽强的意志和毅力战胜癌魔的

陈祖德、藤泽秀行；被车撞成重伤坚持参加比赛，下出“轮椅上的名局”的赵治勋，

更是培养学生坚强意志的生动教材。

陈毅元帅曾赋诗云：“棋虽小道，品德最尊。”下棋，不仅仅是比棋艺比计算比

判断，而且是比毅力比礼仪的境界。思想境界低者，见小不见大，见实不见虚，虽

然可能聪明，但仍易输棋；礼仪不周者，精力易分散，计算便易失误，依然要输棋。

帮助学生局后分析败因胜因，既着眼于棋艺，又着眼于意志、礼仪、情绪等因素。

长此以往，不仅能提高纯粹的水平，而且也提高了精神品位。

围棋教学非常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让学生在下棋过程中充分表达内心情

感，展现自己的思想，主动地发展自我。著名棋手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高山流

水”吴清源、“宇宙流”武宫正树、“美学博士”大竹英雄、“石佛”李昌镐、“野草劲

风”徐奉洙、“重锤”刘小光……这些个性鲜明的围棋艺术大师成为了学生模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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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当然，我们在肯定学生棋风的多样性的同时，也教育学生要博采众长，渗透

到自己的风格中。

我们通过观察、追踪发现，学生在一段时间的学棋之后，在品行意志上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待人接物上言行得体大方，具有顽强的毅力、坚强的

意志，上课走神开小差的现象明显减少，自控自律能力加强，所有这些表明，学棋

下棋，有效地开发了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心理潜能素质。

对学生潜能素质的开发研究是素质教育的过程和目标，是一个复杂的、综合

性的、较为前沿的课题，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索、研究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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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教学与“四育”

围棋是我们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文化遗产之一，它是智慧体操，是战斗的

游戏，是变化的艺术，是趣味的科学。八十年代中期，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决定，在

全国青少年中普及围棋；2000年，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国围棋协会共同倡导发

起了“千宫百万”青少年棋艺培训和等级测试活动；2001年 3月，国家教育部和国

家体育总局联合发文，要求在学校开展三棋活动。这些举措让这一中国古典文化

开始为造就下一代发挥作用。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

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

特色。”诸暨市围棋学校是诸暨市围棋教学的窗口示范学校，2002年 7 月,学校

被评为“全国十佳围棋育苗基地”。自 1989年创办以来，校围棋队囊括了诸暨市

少儿围棋赛历届团体冠军和绍兴市少儿围棋赛团体亚军。近年来，学校在“围棋

与素质教育的关系”这一课题上进行研究、探索和实践，以下就围棋与素质教育，

即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方面的关系，谈谈认识。

一、棋与智育（文化科学素质）

围棋是一项内涵丰富、棋理深奥的体育项目。内涵丰富在于围棋和哲学、逻

辑学、数学、社会学、军事科学等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学科都可在其

中找出围棋的影子，每个问题都可用棋理来诠释。

革命导师列宁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棋是智慧的体操。”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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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林斯基甚至认为：“不下棋就不可能充分增强智能和记忆力，下棋应当作为智

能修养的科目之一列入小学教学大纲。”

智育，包含了知识和思维两个方面的内容。围棋具有四千年的悠远历史，学

生在接受围棋知识的同时，也在不自觉中受到了一种古老东方文化的熏陶：远古

时代，“尧造围棋，丹朱善之”；春秋战国时出现了“通国之善弈者”弈秋；清初“棋

圣”黄龙士，以及呕心沥血弈成经典之作《当湖十局》的范西屏、施定庵。

通过学棋，认识中国古代的座子棋、屈辱的近代围棋及今天围棋的辉煌，认

识日本、韩国的围棋文化，认识聂卫平、马晓春、李昌镐、赵治勋，认识“金角银边

草肚皮”这些精妙绝伦的古谚。

现在，在欧美许多国家的学校里都开设了棋类课程，专家们认为：在学校里

开展这项活动，可以极好地锻炼学生思维的条理化，增强记忆能力、判断能力和

独立思考能力。

围棋棋盘 19×19，共计 361个点，棋局的变化犹如浩渺的星空。沈括在《梦溪

笔谈》一书中指出，棋局的总数为 3的 361次方 ，约为 10的 172次方，古语云“千

古无同局”。

《兵法》曰：“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对局双方在对弈过程中，需

要投入大量的脑力活动，不断思索，反复比较，选择最佳着点，时时进行形势判

断，根据双方之实空的差距，不断调整自己的作战方案。

围棋棋艺构思的过程，是一个推理的过程。

布局阶段是围棋整盘棋的战略部署阶段，其构思更强调整体性，要求从全局

的角度考虑每一个棋子所处的地位，包括在己方中所起的作用和对对方所产生

的制约影响，以便使每个棋子的效力都能充分发挥出来。

到中盘，棋局进入复杂阶段，往往出现死棋与活棋，地域广阔与狭窄等的矛

盾及相互转化，收官阶段也常产生官子大或小的矛盾转化。

这一过程，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演绎能力、应变能力、比较和

筛选能力等等，把学生尽量培养成聪明的人。

柳斌同志说过：“素质教育要让学生主动发展，只有主动发展，才能培养孩子

的创造性。”围棋教学的过程，就是一个让孩子主动发展的过程。围棋集知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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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性、竞争性于一体，吸引了孩子全身心地投入。围棋每一局都是新的，每一次

选点的不唯一性、不确定性、不可测性，都能充分发挥孩子的想象力，充分体现孩

子的个体能力和思维优点，主动地、创造性地进行构思。这对培养思维的前后、左

右、上下、正反、远近、宏微、虚实和异同等等多种能力，是极有裨益的。

二、围棋与德育（思想道德素质）

围棋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发展史，蕴含了丰富的德育教材。中国文化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尧帝以来，经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以至唐、宋、明，直

至清初，古代围棋发展到高峰，称霸世界，显示了当时中华民族的强盛。随着清朝

统治的衰弱及近代遭受外患内难，围棋之花凋零落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不断

走向繁荣富强,围棋艺术也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得到发展。但是，遭受长期劫难的

中国围棋却是如此的脆弱、苍白。1961年，日本访华团的女棋手伊藤友惠五段竟

八战全胜，打败了八位中国的一流高手。陈祖德同志在《超越自我》一文中写道：

“这不仅仅是围棋棋手的耻辱，而且是民族的耻辱，是国耻。”睡狮觉醒，中国棋手

奋起直追，八十年代，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演出了辉煌的十一连胜，日本

一流棋手纷纷称臣，扬了国威，争了国气，并且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围棋热潮，一大批青少年纷纷投入到围棋活动中。更可大书一笔的是，1996年马

晓春两夺世界冠军，1997年和 2004年俞斌两夺世界快棋冠军，2001年俞斌再次

夺取 LG杯世界冠军，2005年常昊夺取第五届应氏杯冠军，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

誉，印证了“国运盛，棋运盛”，这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了解了历史，才可以瞻

望未来。“安而泰者危，存而骄者亡”，要达到理想的乐园，必须不松懈、不停滞、继

续前进。

围棋需要拼搏精神。1985，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出现了一对三的危险局

面，中方主将聂卫平以“哀兵”姿态出击，发扬顽强拼搏精神，连续敲开日本围棋

队对中国设置的“双保险”———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和加藤正夫，最后战胜日本

队的擂主藤泽秀行，取得了第一次围棋擂台赛的胜利。从而揭开了战胜日本超一

流棋手的新的篇章。

围棋强调个体是集体的一部分，重视的是整体利益。围棋的个体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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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特殊职位，在实践中，集体的价值大于个体，这一点非常重要，棋手们往往为

了扰乱或牵制对方而牺牲几个子，更有智者，会制造局面引诱对手去救一些不重

要的子。

中日合拍的获奖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讲述了一个中国围棋手在抗日

战争爆发前夕送儿子去日本学围棋的悲剧故事。电影描述了战争的残酷，同时也

引人深思，“围棋代表了什么？”事实上，围棋是两国之间和平、文明与友好的象

征。

围棋是教人“耐心、冷静、勇敢、博大、谦逊”这些美德的教材。围棋能培养爱

国主义、集体主义及良好的行为规范和文化礼仪。

家长们普遍反映，学棋的孩子变得更懂事、更有礼貌、更尊重别人了。确实，

学下围棋的过程就是学做人的过程。

三、围棋与体育（身体心理素质）

纹秤对弈，情绪高雅，静中有动，有着无穷的生活乐趣和艺术魅力，是一项很

好的健身运动。围棋技术深奥，在世界的室内比赛中，被称为最高战略思想的体

育。

围棋比赛是一项竞技体育，不仅比较棋手水平的高低，还要受身体素质的影

响，没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就不会有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围棋比赛中。

当代的专业棋手在钻研棋艺之外，还不忘进行体育锻炼，足球、高尔夫球、保

龄球等都是棋手们强身的项目。

然而，在古代，尤其是日本古代的“争棋”是最激烈、最残酷的比赛形式，由于

对局的胜负关系到流派兴衰、地位和名誉，棋手们无暇顾及身体锻炼，呕心沥血，

一生投入到棋艺的钻研之中，从而也上演了一幕幕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

文元五年（1740年），秀伯在与春硕争棋中吐血病倒，争棋中途调停后不久，

秀伯离开人世（25 岁）；天保六年（1835 年），赤星因彻在十二世本因坊丈和势不

可挡的铁腕打击下，吐血身亡；明治十七年（1884 年），水谷缝治在与高桥杵三郎

的争棋结束后猝然逝去。本因坊后嗣道 21岁夭折，策元 24岁死去。可见，身体素

质是何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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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围棋的胜负与对局者的心理素质有着极大的关系。一代宗师吴清源，

14岁东渡扶桑，以一颗“平常心”在异乡奋斗 50年，打遍日本棋坛无敌手，被誉为

“昭和之棋圣”。青年棋手李昌镐，冠以“少年姜太公”的雅号，以一颗冷静无比的

心横扫韩国棋手，威震世界棋坛，16岁勇夺世界冠军，彪炳棋坛，无人能敌，当今

世界第一人名副其实。聂卫平以在农场所经历的艰难困苦铸成的不屈个性，在中

日围棋擂台赛上，上演了难以置信的十一连胜，高超的棋艺，加上沉着、冷静、坚

强不屈的优秀心理素质，铸就了一颗耀眼的棋坛明星。

在紧张的比赛中，围棋培养了人的平静、耐心、自律，还要掌握进攻与防守的

分寸，日本棋手就喜欢一句佛学术语：“无心。”它描述了一种视世界清澈无比的

超自我的平静的精神状态，棋手在某一处争强贪胜会失去大局。

心理成熟的高手在受到一时挫折时，他的兴奋点会迅速地绕过无益的心理冲

突区域，马上另辟蹊径，另求取胜之道；即使输了棋，也暗下了“十年磨一剑”的决

心。马晓春曾在中日“名人”对抗赛上，屡屡受挫于小林光一，但他“输得起”而终

于赢得下。由此可见：棋手综合棋力达到巅峰后，他的对局心理正常与否，稳定与

否，就决定了对弈的胜负。

下围棋，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同时也培育了良好的心理品质：意

志及毅力的培育，反应能力及应变能力、创造能力的培育，以及沉着、冷静的个

性，自我控制能力、判断能力、临场应急指挥能力的培育。

四、围棋与美育

围棋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自古以来和琴、书、画并称为四大艺术，是中华民族

古老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数千年来，围棋以其高雅、复杂、深邃、微妙的

内涵深受知识阶层的钟爱。

王维“当轩对棋弈，四面芙蓉开”；杜甫“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簾看弈棋”；

白居易“花下放狂冲黑饮，灯前起坐辙明棋”；文天祥“夜静不收棋局，日高犹卧纱

厨”。南宋陆游最爱下棋：“时拂楸枰约客棋”；客人来了，“消日剧棋疏竹下”；黄昏

终局，“暮窗留客算残棋”；客人走了，“客归童子拾残棋”；明天还要到和尚庙去对

弈，“僧扫虚窗约结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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