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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落实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 “加快发展继续教育，建设

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大力提升继续教育服务国家发展战

略的能力，２０１１年１月，教育部颁布了 《教育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

工作的意见》，指出新时期中小学教师培训的总体要求，具体为：贯彻落实教育

规划纲要，围绕教育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紧扣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的战略目标，以提高教师师德素养和业务水平为核心，以提升培训质量为主线，

以农村教师为重点，开展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努力构建开放灵活的教师终身学

习体系，加大教师培训支持力度，全面提高教师素质，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提供师资保障。

教育部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总体目标是：以实

施 “国培计划”为抓手，推动各地通过多种有效途径，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全

体中小学教师进行分类、分层、分岗培训。决定自２０１１年开始，实施中小学教

师国家级培训计划 （即 “国培计划”），发挥示范引领、雪中送炭和促进改革的

作用。通过实施 “国培计划”，为各地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和开展教师培训输送一

批 “种子”教师；探索创新教师培训模式，开发教师培训优质资源，建设教师

培训重点基地。２０１４年，曲靖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主持的国培项目分别为

“国培计划”———云南省幼儿园骨干教师送培下乡项目、“国培计划”———云南省

幼儿园骨干教师长期置换集中培训、“国培计划”———云南省幼儿园骨干教师短

期集中培训、“国培计划”———云南省幼儿园转岗教师短期集中培训等，共培训

约１４００人次，均取得圆满成功，并赢得参训学员和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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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在国培项目实施及管理过程中，高度重视，深入

调研，精心筹划，积极申报，目标明确，注重实效，内容丰富，创新特色，精选

师资，整合资源，加强管理，效果显著，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为更好地总结

国培项目经验，提升国培项目培训的效果，我们将近５年国培项目培训的相关成

果进行了凝练，汇编成册，以期为将来的成人教育培训工作发挥示范效应。本成

果主要包括以下七个分册： 《幼儿教育本土化探索》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
!

培项目教学方案》、《
!

培项目班级管理》、《
!

培项目影像》、《
!

培项目管理

文件》、《
!

培项目主题课程研发》、《
!

培项目顶岗实习教学随笔》。

编者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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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蒙学教育读本对幼儿教育改革的借鉴

李　俊　曲靖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摘　要：中国传统蒙学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

传统蒙学读本的种类做了简要分析，并且指出其价值。蒙学教育及蒙学读本对当

前儿童教育改革仍然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和借鉴。

关键词：蒙学；幼儿教育；借鉴

一、古代蒙学教育

启蒙教育在我国古代称之为 “蒙学”，所谓 “蒙学”，即 “蒙养之学也”，是

我国古代对蒙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育和初步道德养成教育的统称，它既包括制

度化的学校教育，也包括非制度化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亦称 “童蒙教育”

或 “蒙养教育”。

传统蒙学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更基础、更广泛、更持久的影响

力，因此它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最重要、最基本，也最成功的教育类型之一。

几千年来，它承担着开启蒙昧、教育国民、传承文化的重任。在中华民族善良、

诚实、勤劳、智慧、谦虚、礼让、尊老爱幼、热情好客、重责任、重气节、重品

德修炼、重文化修养等优秀品质和优良传统的形成过程中，蒙学教育发挥了它特

殊而重要的作用。今天，传统蒙学虽已淡出中国教育史，但蒙学的文化精义和合

理内核仍然生生不息地传扬在我们的现代文化教育中，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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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蒙学读本分类

中国古代蒙学，是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思想文

化的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代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向儿童传授文化知识，

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即所谓 “蒙以养正”，使儿童树立一种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

规范，从而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宗法制度。蒙学蒙书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不断批判扬弃，总结提高，已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其中有不少蒙书

包含博大精深的历史知识和思想内容，已远远超出了童蒙教育的范围，因此说古

代蒙书不仅是儿童的教科书，也是更多人丰富知识、修身励志、完善自我的重要

传统读物。中华蒙书之所以能源远流长、历久不衰，其根本原因就是它的本身具

有强大雄勃的生命力，它独具特色的优秀精华部分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所受

益，并孕育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再就是它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和学

术研究价值，其中有不少蕴含灵光、精彩动人的蒙书篇章，可谓句句精当、字字

珠玑，令人惊叹不已。可以说，中华蒙书在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教育学

等方面，为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其内容而论，我国古

代启蒙读物可分五类：

第一类是综合各种常识的识字读本，以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

最为著名。 《三字经》相传为宋代学者王应麟所作，又传为宋末区适子所撰。

《三字经》全书三百五十六句，分段论列了教育之要、幼学之序、读书次弟、为

学之效等内容。以三字一句的韵文，概括如此广泛的内容，足见作者见识之博，

而且独具卓裁。《三字经》是我国古代识字课本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这和它着意

宣扬封建纲常名教，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直接有关。但是，其内容广博，形式

活泼，便于儿童记忆，这也是 《三字经》得以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百家姓》

成书于宋初，比 《三字经》约早三百年左右，但作者姓名已经失传。《百家姓》

一书为四字韵句，约四百余字，虽无文理，仅供识字之用，但颇有情趣，开各类

“杂字”之先河。《千字文》相传是梁武帝时周兴嗣所撰，又说是同期萧子范所

撰。其书在唐代已十分盛行，包括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等方面

的内容。四字一句，共二百五十句，适为千字。自唐以后，历宋元明清，皆为蒙

学之通行教材。

第二类是诗文教学的读本，以 《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唐宋

八大家文钞》以及 《笠翁对韵》等最为著名。原本 《千家诗》是 《分门纂类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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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贤千家诗选》的简称，为南宋刘克庄编。分律诗与绝句，按照时令、节候、

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昆虫、人品等十四个方面，分别选录唐、五代

及宋人的诗篇。《唐诗三百首》为清蘅塘退士孙洙所编。旧时刻本很多，流传甚

广。《古文观止》与 《唐宋八大家文钞》，是学习作文的范本，前者为清英楚材、

吴调侯编选。上起先秦，下迄明代，顺时代先后编排。由于选文繁简适中，故流

传甚广。后者为明代茅坤编选，唐宋八位散文家也因该书的流传而合称为唐宋八

大家。古代蒙学十分重视作对，清初文学家李渔所著 《笠翁对韵》，是学习作对

的启蒙课本。

第三类是历史知识读本，最为著名的是晋人李瀚编纂的 《蒙求》。该书以四

言韵语类列古人及其事迹。与此类同的历史知识教材，大多宣传封建正统思想、

忠君思想、古代爱国主义思想，并对理学多有肯定。

第四类是博物常识读本，最为著名的是宋代方逢辰编写的 《名物蒙求》。其

内容涉及天文、地理、鸟兽、草木、日用器材等各种自然常识。以四言韵语编

写，便于儿童记忆。

第五类是封建伦理道德教育读本。这类教材多为宋明理学家所编，最为著名

的是元代程逢原所编的 《增广性理字训》。此外，还有 《名贤集》。该书作者不

详，就其内容分析，大约出于宋代。这类教材多用格言成语，文字通俗。大多宣

扬封建纲常与性理之说，并向儿童灌输消极的人生观与封建社会待人接物的

世故。

三、古代蒙学对幼儿教育改革的借鉴

（一）蒙学 “道德至上”的教育理念

教育研究者指出：２５～３岁，５５～６岁，小学三年级，初中二年级是儿童

与青少年个性发展，特别是品德发展的关键期。初中以后，青少年到了个性发展

的成熟期，此时他们的品德结构和个性特征就基本定型了。成熟期前的人的可塑

性大，应抓紧训练、培养；成熟后并非不能再发展，但可塑性较小，较难训练、

培养。因此，抓紧成熟期前的塑造是十分必要的。在我国古代蒙学教育体系中，

教育者对儿童早期品德教育的重要性早已有深刻的认识。《汉书·食货志》在记

述 “教人之大略”时说过：“八岁入小学，学五甲六方，书记之事，始知室家长

幼之节；十五岁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南宋著名理学家朱

熹则更明白地指出： “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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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大学 “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在这里，我国古

代教育者除了指出在 “小学”（古人将１５岁以前的教育称为小学）阶段不但要

教授 “礼乐射御书数”等具体知识，而更要重视对儿童进行 “长幼之节”“君臣

之礼”“孝弟忠信之事”的教育，这也就是我国古代的 “德育”。以现代教育理

论来衡量，这种以 “三纲五常”为主的 “德育”虽有糟粕之处，但却体现出古

人在对儿童早期的品德教育的问题上有着与现代人一致的看法，即儿童启蒙时期

是 “成德”（确立正确的道德意识和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的关键阶段。

蒙学 “成德”教育最形象的表现是宋代的 《三字经》。该书中说：“人之初，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里既说明了人之所以能够成善

的原因，即 “人之初，性本善”，又分析了为什么现实中会有恶的情况，即 “苟

不教，性乃迁”。所以，《三字经》将儒学 “人性善”的观念通俗生动地转化为

儿童可以理解的语言，是我国古代儿童德育教材的典范。此外，该书还具体解释

了 “忠”“孝”“悌”等伦理规范。编于梁代的 《千字文》中也有 “孝当竭力，

忠则尽命。临深履薄，夙兴温清……上下和睦”的说法。

为适应儿童的实际接受能力，中国古代蒙学读本特别注重借助于典故，强化

这种规定长幼、上下之间秩序的道德观念。如 《三字经》中的 “香九龄，能温

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就是在讲述易被儿童

理解的 “黄香温席”和 “孔融让梨”的故事的基础上，潜移默化地对儿童进行

了 “孝悌”观的教育。可以说，这种寓教于乐的道德教育是对儿童进行道德教

育的最佳方式。

通过具体分析蒙学读本，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就具体内容而言，蒙学中的品

德教育深深地体现着它所处的时代特征，但其中也不乏具有普世性的道德教育内

容，如其中的晚辈对长辈要孝顺、学生对师长要尊敬、对朋友要信任、上下之间

要和睦等内容对当今我国独生子女一代的道德教育有很好的启示。很多独生子女

在家长面前是 “小皇帝”，在和同伴相处时唯我独尊，缺乏对师长尊敬、对朋友

信任和睦等重要的道德品质。可以说，这些独生子女的未来是非常危险的，这是

因为未来人才间的竞争不仅是知识量的竞争，而且是道德品质的竞争，没有良好

的道德品质的人才是难以成功的。所以，蒙学读本中的德育内容，是当代品德教

育的重要资源。

（二）蒙学 “德智统一”的教育内容

儒家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正是这一教育目标决定了蒙学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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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高儿童的道德水平的同时，也不忽略儿童的文化知识教育。事实上，中国古

代蒙学教育一直以 “德智统一”作为其主要的教育内容，即在教育过程中贯彻

“道德至上，兼顾智育”的教育理念。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蒙学以识字为形式、

提高儿童智力的教学内容贯穿于德育活动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

完成了 “德智统一”的教育内容。如 《三字经》中明确说 “首孝悌，次见闻”，

认为人生第一大事是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其次是增长见识。可以说，它是一本

典型的 “德智统一”教材。它用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训导儿童要从小学习 “三

纲”“五常”“十义”等儒家的伦理规范。如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

仪”是说为人子女的道理；“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是说要孝敬父

母，以尽为人子之道；“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是教人懂得敬爱兄

长的道理。尽管如此，《三字经》依旧是一部教导儿童识字、文法、日常知识的

教材。如它用了很大的篇幅历数中国古代王朝的流变过程，是一本既通俗易懂又

条理有序的历史教材。《三字经》将德育和智育结合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古人称

它为 “袖里通鉴纲目”“千古第一奇书”。

蒙学读本把道德至上的观点贯穿于儿童的智育过程中，将儿童的德、智教育

视为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即教育者在智育过程中应当贯穿着德育内容，智育过

程就是德育过程。我们在对待这些蒙学读本时，一定要本着 “拿来主义”的精

神，是 “鱼翅”似的精华，就必须 “吃掉”，因为它 “有养料”；是糟粕，就必

须彻底批判、坚决摒弃，因为它有危害；精华与糟粕共存，就必须鉴别，剔除其

糟粕，吸取其精华，不能简单地一律排斥或全盘吸取。可以说，中国古代蒙学教

育中宣扬的 “三纲五常”是其中的糟粕，但它的 “德智统一”教育方式却是其

中的精华之所在。事实上，中国古代蒙学中的 “德智统一”教育方式不但是古

人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而且为当代儿童德育指明了将德育贯彻于智育过程中

的方向。因此，蒙学这种 “德智统一”，二者不偏废的做法，对当代教育者有着

很大的借鉴价值。

（三）儒学 “贴近生活”的道德教育形式

冯友兰在 《中国哲学的特质》一文中将中国文化的特质定位为 “行”，认为

中国古代文化不是一种 “说”的学问，而是 “行”的学问。在我们古代蒙学中，

这一特质也有鲜明的体现。一些蒙学读本通过详细规定儿童生活中的具体行为，

以求教育儿童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如明人吕坤在 《蒙养礼·展书》中，为使

儿童养成爱护书籍、爱惜纸字的习惯，就细致规定：“展书无湿指，无撮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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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远身六七寸，无卷边，无折角，无污痕，无乱批点。读过之书，如新可卖，亦

可以观为学者之所养矣。”崔学古在 《幼学·敬书》中说： “故诸生出大小恭，

及晨起来栉沐者，先合盥手就座，平日毋以手近书，夏日尤宜痛戒。”这类对生

活中细微的小事的详细规定，既达到了促使人从小养成良好习惯的目的，又是教

育生活化的具体表现，实现了生活与道德教育的结合。

在当代社会中，许多家长有时不能认识到儿童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对他们道德

习惯养成的重大影响，但教育者对这一问题应有清醒的认识。如何转化儿童的不

良行为成为古今中外的一个重要德育问题。在我国古代蒙学教育中，教育者在儿

童启蒙教育阶段就有意识地将儿童良好习惯的养成作为道德教育中的重要问题加

以解决。具体做法就是在教育之初，甚至儿童尚未有此不良行为之前，就把 “如

何做”灌输给教育对象。这样，儿童在遇见此类问题时就有了可以参照的价值标

准。这实质上是儒家一贯倡导的 “先立乎其大”的道德原则的贯彻，即首先让

人们认识到道德观念的至善性和道德规范的严肃性，只有这样，才能在遇到具体

问题时循 “善”而行。蒙学中的这种将解决问题置于发现问题之前的做法，是

儿童品德教育的有效办法，也是教育生活化的具体应用。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在生活中发现的，解决问题最可靠的方法也是在生活中得到的，教育效果的落实

也表现在受教育者的具体行为之中，所以将教育与生活相结合是儿童品德教育行

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它不仅是我国古代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也是当代儿童教育

的必由之路。

（四）儒学 “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目的

道德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之处在于，道德教育不仅是 “说”和 “写”的学
问，而且是 “知”和 “行”的学问。所谓 “知”，就是德育对象对道德观念和规

范的理解和认同；所谓 “行”，就是德育对象对道德规范的实践和遵行。对于二

者的关系，尽管中国古代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到宋明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

确立了 “知行合一”的观点。理学大师朱熹说：“古人小学，教之以事。便自养

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并强调说：

“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小学”教育就是要使受教育者形成 “不知

不觉”的生活习惯，只有这样，长大以后才能 “通达”事理。至明朝著名教育

家王阳明时，基本上确立了 “知行合一”的观点，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

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才是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这

一观点在我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中得到了有效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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