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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规+在学前教育阶段运用之利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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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国学热的升温&-弟子规.等蒙学教材在学前教育阶段使用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文化现象(但是面对这种教育潮

流&我们需要认真检视这类学习教材对孩子们的正负面影响(一方面-弟子规.被赋予了积极的教育价值&包括形塑儿童的仁

爱之心'倡导诚信作为人际交往的准绳'培育良好的学习习惯等!另一方面它也有典型的负面效应&尤其体现在"尊卑贵贱#的

等级观念'"封建奴性#的糟粕思想'"因循守旧#的生活态度等方面(鉴于此&提出从幼儿园'家庭和社会教育方面都应以扬弃

的态度来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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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国学热潮的兴起&各幼

儿园纷纷开设国学课程&-弟子规.等一批蒙学经典

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弟子规.在幼儿园阶

段使用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文化现象(虽然"-弟子

规.自清朝初以来一直好评如潮&被后人视为我们中

华民族古圣先贤的经典#&但是面对这种教育潮流&

我们却应慎重对待&检视这类学习教材对儿童的正

负面影响&并从扬弃的态度上加以使用(

据考证&-弟子规.成书于清朝初年&始于清初秀

才李毓秀(李毓秀根据当时社会需要从教育的角度

对学生应该如何做人做事提出要求&并联系教书实

践经验撰写了-训蒙文.&之后贾存仁对其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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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弟子规.在学前教育阶段运用之利弊分析

将其名为-弟子规.

+

#

,

(-弟子规.中蕴含的教育道理

已为蒙学之经典&其文字内容讲究韵律&朗朗上口&

"弟子#从中学习求学'为人处世'接人待物等方面应

有的态度和礼仪&其中很多价值观流传至今(

一$*弟子规+被赋予的教育价值

-弟子规.用通俗易懂'易于实践'韵律唯美的方

式表达出儒家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教育精神&符合对

学前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需求&因此&-弟子规.在学

前教育阶段使用被赋予了诸多期望(之所以-弟子

规.中的部分内容至今仍可作为学前儿童启蒙教育

的重要内容&是与其内容中的教育价值息息相关的(

%一&形塑儿童的仁爱之心!入则孝)出则悌)仁

者爱人

-弟子规.开篇即说道)"弟子规 圣人训 首孝悌

次谨信#(其中强调"弟子#应该具备"孝悌#之情&

对长辈应该尊敬'孝敬&然后做到谨言慎行对人诚

信(-弟子规.中提出&要孝顺父母的身体&要做到

"亲有疾 药先尝 昼夜侍 不离床#&它以正面的方式

积极引导儿童行孝行&"当父母生病时应该为其煎好

药并先尝一尝&并日夜照料在父母床前不离开半

步#&其内容具体&使幼儿感恩教育落到实处(其中&

它不忘教育儿童对父母说话态度一定要温和&即使

父母有过错&在规劝其改正时也应该做到和颜悦色'

说话温和)"亲有过 谏使更 怡吾色 柔吾声#(观其

现代家庭&孩子都是父母的掌中宝&孩子与父母沟通

交流中总是目无长辈&甚至有一点不满意就对父母'

长辈大呼小叫&父母还为其辩解称其年龄幼小(-弟

子规.从日常行为规范中提出要求&其教育思想强化

了对幼儿尊重父母行为的培养(除了敬爱父母&-弟

子规.中还提出)"凡是人 皆须爱 天同覆 地同载#&

这赋予了"弟子#圣爱和博爱的责任&提出人与人之

间应该相互爱护和关心&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天

地中&它代表着儒学精华中的"泛爱众#理念(这些

训条沿用至今都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孝顺父

母'心中有爱之人了(儿童从学前教育阶段就学习

这种"泛爱众#的思想&培养幼儿心中有爱&长大后才

更容易形成关爱社会'关心他人的优良品质(

%二&倡导诚信作为人际交往的准绳!凡出言)信

为先

人际交往中遵循一定的标准&是保障人与人之

间建立良好关系的基本方法&人际交往准绳是对交

往行为是否道德进行判断的一般标准(-弟子规.从

主'客观两方面阐明了"弟子#应当遵循人际交往的

行为准则&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自省意识&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在客观方面则表现为诚信原则&以诚待

人&以信为先+

!

,

(

-弟子规.中以"信#为核心内容提出"凡出言 信

为先#&要求儿童在交往中做到言出必行&不投机取

巧&不欺瞒诈骗&并向"弟子#说明)"事非宜 勿轻诺

苟轻诺 进退错#&强调"承诺#"守信#在人际关系中

的重要性&告诫"弟子#如果对于不妥当的事情随便

答应别人&那么自己也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弟

子规.中提到)"见人恶 即内省 有则改 无加警#&教

育儿童在与别人交往中要时刻审视自己&做得不好

的地方要及时改正错误&做好了也要提高警惕努力

做到更好避免犯错&不断提升自身的修养("与宜多

取宜少#&指导儿童要善于付出'礼让&只有懂得分

享'乐于给予才能拥有更多的好朋友(这些对学前

教育阶段的儿童&特别是幼小衔接阶段的大班儿童

都是适用的&也是值得我们后代学习和传承发扬的(

%三&培育良好的学习习惯!亲仁)余力学文

-弟子规.关注儿童在学问'才能和道德方面的

发展&希望通过"规#来引导儿童完善自身品格&在幼

儿园日常活动中&我们在对幼儿的用心学习和勤奋

上进方面培养很笼统(而-弟子规.在"谨#训中&从

"朝起早 夜眠迟#到 "冠必正 纽必结#等等对"弟子#

的日常行为规范提出要求(在学习态度上&-弟子

规.中从"弟子#应该怎样做读书笔记'怎样向先生请

教问题'怎样布置读书环境&到书籍归置'修补等内

容都做了详细解说+

&

,

(-弟子规.中的教育思想体现

了社会对幼儿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重视&这对于现

在学前教育中倡导的培养幼儿积极学习的态度和激

发其学习兴趣的教育目标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弟子规.里面所倡导的"心有疑 随札记 就人问 求

确义#&这些至理名言对儿童积极学习态度的形成&

起到了良好的教育与鞭策作用&对告诫与教育儿童

是不可多得的金玉良言(-弟子规.中详尽的入门教

育&十分有利于提升幼小衔接阶段的幼儿对升入小

学阶段后的学习适应能力(

二$*弟子规+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

任何文本都反映着当时时代的价值观念和意识

形态&-弟子规.也同样如此(因为-弟子规.成书于

清初&必然有深深的时代烙印&那种让学生全文背

诵'默写'模仿的做法显然与当今时代的要求背道而

驰&具体来看&它与当今时代的背离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方面)

%一&"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

从-弟子规.中我们能明显看出其教育观点强调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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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长者的权威形象(对长辈&-弟子规.中提出"对

尊长 勿现能#"长无言 退恭立#"过犹待 百步余#(

对长辈尊敬'礼让&懂得长幼有序这些都是应该的&

但如果要求做到在长辈面前丝毫不流露自己的才

能&以收敛锋芒为由过分谦卑&甚至是长者不言后辈

不能语'长者离去后自己还要在原地停留至其走到

百步之外&那这种要求就是对人际关系的扭曲了(

这种过分强调尊卑有别的教育思想在当今教育中是

非主流的&依照这种方式培养的儿童&对长辈只会谨

言慎行&不敢有丝毫违背&长大后顺其自然的也将成

为一个"顺民#'"良民#&这正好符合清朝封建统治者

对百姓的要求&却完全与当下提倡培养创新人才的

教育理念相悖(孩子失去了大胆思考'开拓创新的

自由&无法释放个人价值(另外&在谈话方面&我们

可以看到-弟子规.中要求"话说多 不如少#&这种观

点在学前教育中是被摒弃的&因为限制儿童的发语

权十分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既阻碍了儿童

语言发展&又影响了儿童人际交往能力的提升(从

儿童发展心理学角度来看&"话说多 不如少#对学前

教育阶段的儿童来说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年龄阶段

的儿童好奇心强&爱问爱探索&脑子里有着十万个为

什么&当遇到令自己惊奇的事情时&他们无法做到

"话说多 不如少#(-弟子规.中的这些"尊卑贵贱#

等级观念&扼杀了孩子活泼'天真'率直的天性&这与

当下我们的学前教育理念是不符合的(

%二&"封建奴性#的糟粕思想

-弟子规.中很多思想堪称为经典源远流长&是

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封建制

度下的糟粕思想&其落后文化及思想的出现是符合

当时封建社会背景的&与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社

会'教育需要相吻合(-弟子规.中流露出愚善愚孝

的封建守旧传统&如"谏不入 悦复谏 号泣随 挞无

怨#&这是奴化人格的教育&试图教育出一代代尊父

母'尊长辈'尊统治阶级的奴隶(当父母有过失儿女

正确相劝也无法说通时&子女要挑选父母心情好的

时候再反复进行劝谏&如果还是不听子女应该哭泣

相劝&甚至要甘愿忍受其鞭打也绝无怨言&只因为他

们是父母&是长辈(-弟子规.要求儿童接受"愚奴#

的角色&把"服从#与"顺承#定为"子女#的天职&如果

把这种 "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用在当今社会中则

是扭曲人与人之间关系(-弟子规.中的这些糟粕&

是束缚思想自由&鼓吹封建礼教&教唆迷信权威的垃

圾&它是为君主专治制度服务的&是基于农业文明的

过时思想(这种教育对幼儿的影响是巨大的&幼儿还

不懂得明辨是非&如果-弟子规.一书里的糟粕被全盘

吸收的话&将会导致我们当今社会文明道德的落后(

%三&"因循守旧#的生活态度

-弟子规.是以"长者本位#论为其核心价值观

的&它有悖于现代学前教育中所提倡的师幼"双主

体#地位的教育观&片面强调"长者#这一方的地位(

-弟子规.中说到)"亲所好 力为具 亲所恶 谨为去#&

要求儿童只能做父母喜好的事情&凡是父母不喜欢

的事情儿童一定不能为之(从表面上看&似乎这些

训条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学前教育角度来看&我们更

应该尊重幼儿的情感和兴趣喜好&不能片面的接受

-弟子规.中的这一观点&如果孩子的一切行为和选

择都以父母的喜恶为准&那么孩子将变得缺乏思考'

懒于思考&终将成为家长手中的提线木偶(-弟子

规.中还提到)"事虽小 勿擅为 苟擅为 子道亏#&其

告诫"弟子#不要因为事情很小就擅自做主&如果不

及时禀告父母就自作主张去行动&就有失做子女的

本分和礼节(从表面上看&多询问长者的意见既礼

貌又能听取多方意见&是正确之举&特别是对于学前

教育阶段的幼儿而言&他们尚为年幼&生活上缺乏经

验&身心发育还未健全&很多事无法独立完成&需要

得到成人的指点和帮助&多询问长者可以避免犯错

误和走弯路(但事无巨细的都先去问父母应该如何

去做&这样剥夺了幼儿自我探索的机会&没有给孩子

独立思考的空间&缺乏丰富多彩实践机会&久而久之

儿童变得不会独立面对问题和分析问题&一遇到问

题就依赖于"长者#能够帮助思考和解决问题(

三$扬弃!*弟子规+作为蒙学经典的应有

之意

-弟子规.中蕴含着许多经典的教育观点&但并

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当今幼儿(不同年龄阶段的

儿童其认知发展水平也有不同&有些内容并不适合

低龄儿童学习&幼儿无法分辨是非&往往容易把好的

和坏的内容都一起接受&长此以往&容易产生错误的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因此&幼师需要以幼儿的身心

发展特点和规律为依据&在组织幼儿园教育活动时

选择适合幼儿学习的内容&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对

幼儿进行教育(在学前教育阶段&特别对幼小衔接

阶段的大班儿童可以选择内容浅显'便于理解和实

践的内容&侧重对儿童进行日常良好行为习惯养成

的教育(-弟子规.中过分强调以成人为中心和本位

的价值观&完全不符合当今社会培养人的发展需要&

成人应该尊重儿童的思想情感'兴趣爱好&而-弟子

规.中要求儿童必须无条件服从长辈'成人&这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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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之间的普遍联系!权能性则将"我#从儿童生活

世界中抽取出来&获得审慎反思的"局外人#身份&将

不能直观感知的内容$某种可能性%不断地与儿童的

"直观给予#发生联系&而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的

直观#&"如其所是#地构建儿童生活世界的意义&从

而深入认识理解儿童(如此&我们方能有效地运用

儿童视角&栖居于孩子自己世界的一角"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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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儿童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这种不符

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内容应该果断摒弃(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需要以身作则&给孩子们树

立好榜样&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在我国&长辈与晚辈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尊卑

观&这深深影响着我们(孩子做错了事&一些父母会

教训甚至打骂孩子&这样导致很多孩子对父母有一

定的畏惧感&影响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弟子规.

在学前教育阶段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做表面

上的言传&家长应该摒弃-弟子规.里"尊卑贵贱#的

思想&与孩子平等的交流(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可以

根据孩子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家规#&并与孩子一

同遵守规定&孩子能够自己完成的事应该放手让孩

子独立去完成&这样既能提高孩子各方面能力&又能

树立儿童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可以有效促进孩子健

康成长(家长只有剔除-弟子规.中不合时宜的糟

粕&做到言传身教&才能真正发挥-弟子规.在学前教

育阶段使用的益处(

有学者早就提出"国学教育中传统观念的现代

转化十分重要&既要实现文化的传承&又要避免让陈

旧'不合时宜的内容误人子弟(#-弟子规.中有些教

育思想及道德观已经完全不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

了&所以我们在运用-弟子规.对幼儿进行教育的时

候&要持扬弃的态度&做到与时俱进'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让幼儿在学习了这些道理之后多去实践&也只

有通过实践&才能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入全社会

成员的日常行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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