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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摇 言 001摇摇摇摇

荫 前摇 言 荫

摇 摇 您面前的这本书, 是这两年, 从我 “奔八零冶 期间所行、 所思

而形成的文字中, 选编而成。 其中绝大部分, 是对当今中国教育之道

现状与未来的思考。 包括从中华文化视角看教育, 从教育的视角看中

华文化; 从实现中国梦的视角看教育, 从教育的视角看实现中国梦;
从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视角看立德树人, 从立德树人的视角看教

育; 从中华美德视角看学校德育, 从学校德育的视角看中华美德; 从

人类文明发展走势的视角看教育, 从教育的视角看人类文明发展的

走势。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 今天的中国教育, 就是明

天的中国, 或者说, 从今日中国之教育, 就能大致可知未来的中国。
教育是面向世界的, 要吸纳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教育理论和实践

经验, 培养新一代的国际视野和走向世界的智慧与能力。 在承扬中国

优秀的教育传统的基础上, 博采众长, 建构以中华文化为主体性, 有

中国特色的中国教育, 以便逐步摆脱百年 “克隆冶 外来教育的桎梏,
尤其不要把中国的教育, 自觉不自觉地绑定在 “他国冶 教育的战

车上。
可能是基于以上思考与认识, 反思以往 50 余年的教育人生, 开

始悟出教育工作者的 “天命冶。 教师是一种职业, 而教育是一种事业。
职业可以谋生, 事业能够实现人生的价值。 教师职业有退休的年限,
而从事教育事业是终生的, 是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冶。
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 促使我思考和整理了以往的 “德育人生冶,
编辑于此, 与读者分享。 人到八旬, 方知天命, 人过八旬, 仍可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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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当教师的人, 一般都会长寿, 师者寿。
2004 年我的 《文化 道德 德育》 一书面世, 2010—2014 年先后由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儒学 书院 德育》 和 《孔子 美德 树人》, 本

书是相继而成, 仅是两年所行所思, 会有观点偏颇, 内容重复, 言辞

失当,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再次感谢吉林人民出版社和责任编辑关静女士多年的关爱与

支持。

王殿卿
2016 年 1 月 10 日
于北京望京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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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道

中华文化复兴与中国教育之道

2015 年 2 月 15 日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冶, 三中全会又

进一步提出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冶。 几年来, 习近平主席对于文化

与道德建设有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他提出 “国无德不兴, 人无德不立冶, 对

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落实 21 世纪中国教育的根本任务, 寻求中国教

育之道,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化兴衰摇 教育有责

教育要面向未来。 从一定意义上讲, 今天的中国, 是由昨天的教育塑造

而成; 今天的教育, 就是明天的中国。 一个国家, 真正的 “软实力冶 是教

育; 教育, 可以兴邦, 亦可误国。 评价教育质量, 并非今日各项评价指标体

系与升学率, 而是历史。
1895 年 “马关条约冶 后, 日本霸占了我国台湾, 开始了 “皇民化冶 教

育。 学校只须讲日语、 用日文, 所有教材都是日本的版本。 1945 年 “开罗

宣言冶 日本投降, 整整 50 年, 教育出两代感恩与怀念日本殖民统治的 “皇
民冶; 1949 年国民党败退台湾, 开始了用 “中国化冶 去 “皇民化冶 的教育,
用中国的国语、 国文、 国学、 国史编写教科书, 至 1995 年又是 50 年, 培育

出两代情系与认同中国的 “中国人冶, 成为支撑两岸统一的中坚力量; 上个

世纪末, 在坚持 “皇民冶 立场势力的支持下, 经过美国 “深造冶 的 “台
独冶 精在本世纪初登基执政, 开始了 “去中国化冶 “一边一国冶 的教育, 又

教育出支持 “绿营冶 的新一代。 可见, 选择制度与道路的背后, 是文化的

选择, 文化认同, 是国民身份认同的前提, 而教育是落实文化选择与认同的

基础。
香港 “占中冶 的学生, 多是 “回归冶 之后出生长大的, 为何没有 “中

国心、 香港情冶? 香港教育 “回归冶 了吗? 只有 “两制冶 (实际上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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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冶) 没有 “一国冶 的教育, 值得反省。
中华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中国教育是培根铸魂的载体, 永远不

能沦落为 “去中国化冶 的工具。
教育, 要向新一代传授中国语言文字的文化基因, 中华经典的文化智慧

与灵魂, 中国历史传统的民族记忆、 情感、 意识与担当, 文学艺术的审美修

养。 帮助学生在认同中华文化的基础上, 凝固国民身份的认同, 成为有一颗

“中国心冶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帮助新一代中国人, 要从精神上富裕起来。
1840 年以来, 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 中国教育不断西化, 并逐

步弱化与失去中华文化主体性, 导致几代人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渐行渐远,
以至失去文化自觉与自信。 百年 “克隆冶 外来教育, 丢掉了中华民族的优

秀教育传统, 使得中国至今没有自己的教育之道。
中国近代教育家、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于 1910 年 (宣统二年) 在

“论今日学堂之通弊冶 一文中写道: “教育得道, 则其国强; 教育不得道,
则其国衰弱而灭亡, 此一定理也。 教育得道, 则民智开、 民德进、 民体强,
而国势隆盛矣。 教育不得道, 则民智塞、 民德退、 民体弱, 而国势衰亡矣。
然则欲救危亡而期强盛无他, 亦求教育之得道而已冶。

一百年后, 中国教育仍然在寻求自己之道。 我们前辈以梁漱溟、 晏阳初

等为代表的 “教育救国冶 仁人志士。 有过艰辛痛苦的求索。 而今, 有意无

意地把自己绑定在美国教育的战车上, 成为 “文化冷战冶 与 “教育冷战冶
的对象, 这就难免在海内外制造一批没有 “中国心冶 的 “香蕉人冶, 以至

“唱衰中国冶 参与 “文化冷战冶 的 “无形冶 之军。 “文化冷战冶 是末, “教
育冷战冶 是本, 中国教育, 不应用 “美国化冶 去 “中国化冶。 此种教育之

道, 决不是兴邦之道。
中国人有信心和能力, 开创 “中国教育之道冶!
中国向何处去? 从一定意义上讲, 最终取决于中国教育走向何方?
文化兴衰, 教育有责。

立德树人摇 在明明德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冶 是 21 世纪中国教育的顶层设计。
它为改革当今教育重器轻道、 重智轻德、 重理轻文、 重外轻中等应试教育弊

端指明了方向, 表明中国教育的新拐点, 并迈向中国教育的新纪元。
要立德, 先明德。 德, 是中华伦理、 中华美德。
中华美德, 是中华文化的灵魂, 是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观, 是支撑中国

社会不断发展进步, 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它使得中国人成为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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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年来, 有孝感天下的尧舜时代, 有八百年周代的礼乐新文明; 有管

仲礼、 义、 廉、 耻, 国之 “四维冶, 有孟子 “仁、 义、 礼、 智冶 四德; 有汉

代仁、 义、 礼、 智、 信 “五常冶; 有宋代孝、 悌、 忠、 信、 礼、 义、 廉、 耻

“八德冶; 有孙中山的, 忠、 孝、 仁、 爱、 信、 义、 和、 平 “八德冶。 这数千

年形成的中华美德, 是中华儿女从自身生活与生存的实践中不断提炼、 整

合、 丰富、 发展所创造的伟大文明, 在世世代代中国人血液中流淌的文化基

因。 笼统地将其视为 “吃人的礼教冶、 “封建糟粕冶 和 “四旧冶, 只能损伤

中华民族自己的文明。 其后果, 是 “旧礼已废, 新礼未立, 必生乱象冶。 而

今, 整个社会道德生态被破坏, 非一日之寒, 是爷爷那一代造的孽, 孙子一

代受惩罚。 要改变 “道德失范冶、 “礼崩乐坏冶, 重建礼仪之邦, 需要两代人

的 “克己复礼冶。
学校立德树人, 需要依据基本道德规范确定德目。 学校德育, 没有相对

稳定的德目, 就成为断了线的风筝, 随风飘荡, 应付、 应景、 应试的 “三
应冶 德育是当今教育的通病, 难以培育学生具有稳定的思想道德素质。

自 “八五冶 到 “十二五冶, 北京市和教育部重点研究项目 “中华美德教

育实验研究冶, 先后在 10 个省市的部分地区千余所学校, 上百万学生中进

行了 20 年连续滚动的教育实验, 收到令人欣慰的教育实效。
前后选用了十个德目: 孝、 礼、 勤、 诚、 耻、 忠、 信、 义、 宽、 廉。
在教育实践中, 注意对于每个德目进行现代性转化, 与现实生活相融

通, 易于学生所接受。 按照学生在不同学段道德成长与发展的需求, 对

“十德冶 教育的布局做出了设计:
小学阶段, 进行孝、 礼、 勤、 诚、 耻 “五德冶 教育。 体现了贴近生活、

易懂易行, 知行统一, 重在行为习惯的养成。
中学阶段, 进行忠、 信、 义、 宽、 廉 “五德冶 教育。 体现了关注社会、

理性思考, 强调公民意识, 重在道德价值认同和道德境界的培养。
经过 12 年左右的连续教育, 每个学生若能在这十种美德上面, 有所修

炼与成长, 就为他们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合格的中国公民、 进而接纳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奠定了基础。 就有希望使得人们 “向往和追求讲道德、 尊

道德、 守道德的生活, 让 13 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 中华文

化的主体冶。

文以载道摇 以文化人

文以载道, 以 “文冶 “化冶 人, 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 也是有效的教

化模式。 20 年来的教育实验逐步形成了以经典文化教育为魂、 节日文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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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为体、 地域文化教育为根, 三维互动, 从横交错为架构的中华美德教育模

式。 为建设 21 世纪中国学校德育提供了参照。 当然, 这需要取得教育部的

认同与 “通行证冶。
经典文化。 经典, 主要是儒家经典。 小学主要是 “童蒙冶 和 《家训》,

如 《百家姓》、 《三字经》、 《弟子规》, 初中, 适当增选 《论语》、 《大学》
中有关章句。 高中阶段, 以选讲 “四书冶 为主。 当然, 经典文化教育, 还

包括语言、 文字、 诗词、 歌赋、 音乐、 舞蹈、 绘画、 工艺、 茶道、 武术等等

文化教育内容。 这些 “文化产品冶, 有着丰富的文化营养, 置身其中, 必能

加快道德成长。
节日文化。 是将过 “中国年冶、 清明、 中华母亲节、 端午、 孔诞教师

节、 中秋、 重阳等节日活动与中华美德教育有机结合, 设计全年、 全过程的

德育模式。 节日文化教育活动, 学生喜闻乐见、 耳濡目染、 潜移默化, 使传

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和传统美德在每个学生的身上得到内化与升华。
地域文化。 是学校当地历史人文资源, 是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起点。 注

意开发和利用当地的历史人文资源, 编写 “校本教材冶, 开展中华美的教育

活动, 收效显著。 仅以北京地区为例: 东城区孔庙、 国子监 “儒家文化冶,
通州区 “运河文化冶, 房山区周口店 “猿人文化冶、 云居寺 “石经文化冶,
延庆县八达岭 “长城文化冶, 门头沟区潭柘寺、 戒台寺、 妙峰山的 “佛教文

化冶 等等。
真正落实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冶, 除了以教育部为首的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要脱胎换骨地转变教育理念, 最要紧的是提高教师队伍的国学水

准和人文素养, 下定决心 “恶补国学冶。 “教师没有的, 学生是不会有的冶。
这就要求高等师范院校和各级教育学院, 从教育内容到学科设置进行 “革
命冶。 这些年来, 倡导师范院校 “向综合性大学看齐冶, “淡化师范性冶 的主

张与实践, 导致教育乱象丛生, 师德异化, 教育质量滑坡, 有目共睹。 我们

应该 “反求诸己冶, 心平气和地正视以往的失误及教训, 痛下决心重振各级

各类的师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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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 “应试教育冶 的迷宫
开创 21 世纪中国教育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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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春, 教育部发出 “完善中华优秀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冶。 这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65 年之后, 第一个关于中华文化教育进中国学校的文

件; 是 30 年来中国人从下至上, 从上至下, 对于近百年来不断质疑、 边缘、
批判、 打倒中华文化历史教训深刻反省的成果; 是 1997 年十五大提出 “文
化建设冶, 告别 “文化革命冶; 2002 年十六大提出 “弘扬中华文化、 承接中

华美德、 培育民族精神冶; 2007 年十七大提出 “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冶, “中华文化, 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冶; 是 2012
年十八提出 “文化兴邦冶 以及习近平主席, 关于文化、 历史、 美德、 价值

观等一系列重要讲话的背景之下, 也就是国人对于中华文化有了新的自觉、
自尊、 自信的历史发展背景之下, 教育部紧跟形势一个重要举错。

一年来的实践证明, 教育部尚未将 “完善中华文化教育冶 与 “立德树

人冶 纳入恢复教育中华文化主体性, 摆脱百年 “进口冶 教育主导, 创建属

于中国、 有中国特色的教育, 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变革。 仍然围绕 “应试教

育冶, 搞 “教育平衡发展冶。 凡属 “优质冶 学校, 多属应试教育的 “样板冶。
实际上, 仍然满足上重点、 升学、 出国, 以 “应试冶 为导向的国民教育理

念, 继续误导中国教育。 这种 “教育平衡发展冶, 究竟与 “立德树人是教育

的根本任务冶 和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冶, 有何内在联系?
要总结近些年 “素质教育冶 为何不能落实, 沦为口号的教训, 不要用

解决 “乱收费冶 “救助贫困生冶 “校园安全冶 等教育热点现象来掩盖和转移

中国教育的道路选择、 课程改革、 师范教育, 带有根本性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大业。 对于教育的本质与现象, 应有清醒的判断, 不能本末倒置。
进入 21 世纪, 从 2001 年 “新课程改革冶 开始, 中国教育就开始 “美

国化冶, 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以 “美国为师冶, 加快了削弱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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