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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小慧"女"广西南宁人"辅仁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西伦理学比较"儿童哲学理论与实务$

"

专题!儿童哲学教育

儿童读经"与#儿童哲学"大不同
!!!从伦理教育理念看儿童读经与儿童哲学

潘小慧

%辅仁大学哲学系"台湾新北&

摘
!

要!'儿童读经(与语言教育)文化教育)伦理教育各有某种关连"后三者之间亦两两互有关连但是却呈现不同内涵$在一

般意义上"'儿童哲学(可以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然而在严格意义上"可以说是针对儿童的哲学训练$本文重点专注于

从伦理教育理念来阐明#'儿童读经(或'儿童哲学(是否是一个好的或有效的伦理教育方式* 且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何差异*

基本结论是#'儿童读经(与伦理教育的关联不大"儿童哲学由于强调思考与讨论"在伦理教育方面主要能提供伦理思考的面

向"协助伦理教育知)情)意)行之'知(的培育部分$

关键词!儿童读经!儿童哲学!伦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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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读经(与儿童哲学可说是从二十世纪下半

叶"直到目前在华语圈"对于儿童的教育相当有影响

力的两项活动$所谓'儿童读经("是'教儿童诵读经

典(的简称"主要指
#CC&

年前后"以台湾王财贵教授

为首要倡导者的儿童读经运动$按其相关研究"'儿

童读经(可以归纳出三点主要功能#第一"作为当今

国语文%白话文&之反动的一种体制外的语文教育方

式!第二"作为一种固本培元的文化教育方式!第三"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教育方式$'儿童读经(与语言教

育)文化教育)伦理教育各有某种关连"后三者之间

亦两两互有关连但是却呈现不同内涵$所谓'儿童

哲学("是指从
#CH"

年代"美国李普曼教授%

V,;W

;04RX2

L

7,+

"

#C!!B!"#"

&开始"历经欧)美)亚)澳

以至于全球到目前的发展$在一般意义上"儿童哲

学可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可说是'研究儿童思

考)思想的一门有组织)有系统的学问($然在严格

意义上"我们尚无法要求儿童解决哲学问题或者形

构哲学系统"因此有学者以为"'儿童哲学(可以说是

'为(儿童设计的哲学教育计划"或者"可以说是针对

儿童的哲学训练$本文重点专注于从伦理教育理念

来阐明#'儿童读经(或'儿童哲学(是否是一个好的或

有效的伦理教育方式* 且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何差异*

一$伦理教育的本质

拟回答此问题"首先必须回溯至教育的本质及

伦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主体是人"'教育(

!一词

不应仅限于狭义的教导与学习的制度化历程"一如

黑格尔所言的'陶成(%

Y2-N)+

Q

&"乃迈向普遍之历

程$伦理道德教育%简称为'伦理教育(&可说是一种

实践的陶成历程"一种提升整体人格迈向其本具的

普遍-人性-的方式$

.

#

/人性之中具有道德性"人性

亦要求伦理道德"伦理教育的本质及目的即在陶成

人格)满全人性)彰显人性"在于由内而外的引导"在

于德性与自律的培养$基于此"我们来看'儿童读

经(对伦理教育可能有何贡献$

按照王财贵的理念"读经可以'建立孩子的心灵

免疫力()'不受社会污染("可'教出一个明礼义有教

养的0君子,(

.

!

/

$根据一些国小老师的读经教学成

果报告"他们认为'在读经的熏陶涵咏当中"感觉小

朋友气质逐渐改变"性情平和"班级气氛融洽"生活

常规进步"教室管理轻松"常获得学校秩序)整洁竞

赛优胜"以及全学期表现绩优的肯定("'一些学习低

成就)适应不良或学科成绩不佳的小朋友"在读经背

诵方面的表现"相较于成绩优秀的同学毫不逊色"甚

且是这些小朋友的拿手好戏"在同侪团体中同样获

得认同与肯定"更不致于自暴自弃(

.

%

/

$王财贵甚至

信心满满地表示'预计不出十年"即可对少年犯罪)

国中高中校园问题产生有效的治本功能"一)二十年

之后且对人心败德)政治乱象有釜底抽薪的矫治效

果(

.

&

/

$基本上"笔者不反对'儿童读经("至少任何

人接触经典不是件坏事"对阅读能力)语言能力都有

某种程度的助益$然而"所感到不安的是#我们可否

将读经与人格陶成)读经与伦理道德教育做简单的

因果关连与直接推论$一些老师和家长们对学童外

显行为的观察"当然值得重视"但必须审慎分辨的

是#究竟是读经本身使得学童行为改变* 还是其他

因素* 笔者从朱安邦老师的文章看到的是#一个有

爱心)耐心又有智慧的老师"藉由持续且长期的'读

经(及'每日一书(的团体活动"凝聚了全班学童及家

长"做了成功的班级经营"甚至还提供了学童与家长

间亲子互动的良好媒介 .

%

/

$更有甚者"朱老师成功

的班级经营经验还推扩至全校"成为典范$尽管如

此"如同对'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命题的质疑一

样"我们还是很难直接将读经视为行为变好的充分

条件或必要条件"读经可能较适于看作行为变好的

一个助缘$试想#当一切条件均不改变%

(;04*

;02+

Q

:?42+

Q

4

5

),-

&"只将'读经(活动改为'唱歌(

%唱好歌)唱词曲优美的歌&时"朱老师的班级会如

何* 我想仍然会成功的$多唱词曲优美的歌"除了

符合林助雄医师所言人的左右脑平衡外.

G

/

"在反覆

?唱歌曲时又增进了语文能力)音乐的逻辑性与感

受力"也锻练了记忆力"促进了理解力)判断力!在群

体共唱)分唱的互动过程中"又激励了群育的发展!

在家长支持或参与中"又增益了亲子互动$一些学

科成绩原本表现不佳的学童"在无压力又有趣的唱

歌活动中"或许一扫阴霾"重拾自信$11笔者欲表

达的是"要达到朱老师的成功"读经不是唯一的方

式"也不见得是最好的方式$

我们考察一个伦理行为"也就是一个人性行为

%

0)7,+,>;:

&的组成因素"可知其中必须包含理智

的认识与意志的同意$道德判断虽具规范)指令作

用"但仍是道德主体的判断"还只是停留在 '知(的

层次"与具体的道德实践的'行(仍有不同$如何从

'知(到'行(* 必须仰赖与理智%

2+;4--4>;

&截然不同

的独立机构或能力%

.,>)-;

<

&来促动"此即是'向善的

意志(%

Q

((NR2--

&$人的理性能力由'理智(及'意

志(组成"二者各有所司"亦关系密切$一个再清明

的理智充其量只能作个正确的道德判断"帮助意志

抉择善"但其自身并不足以完成道德实践!意志作为

理性欲望能力%

*,;2(+,-,

LL

4;2;4(*2+;4--4>;),-,

L

W

L

4;2;4

&"却不定然以道德善为依归"因此必须将之限

定为'向善的意志("'清明的理智(加上'向善的意

志("才能使得道德判断必然落实于道德行为"完成

道德实践$按照德行伦理学"道德实践不是偶一为

之的适然%

>(+;2+

Q

4+;

&行为"而是一个人在伦理生活

上的彻底改变%包括观念)态度)判断)意愿)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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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潘小慧#儿童读经(与'儿童哲学(大不同

等&"学者称之为'伦理皈依(%

7(*,->(+94*:2(+

&$

皈依者身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包括它背后的思想

和意志过程以及它外在行动的可见面貌$皈依的过

程也不是靠一个人单独完成的"而是互动的)渐进

的)发展性的.

E

/

$詹德隆将伦理生活所包含的主要

因素分析为七个方面#

#A

对伦理问题具有高度的意

识!

!A

正面肯定伦理的价值!

%A

具有伦理判断的能

力!

&A

感觉得到伦理情绪!

GA

愿意过伦理生活!

EA

具备伦理行为所需要的技巧!

HA

能够开始并完成伦

理行为.

H

/

$因此"伦理教育的着力点应有三个主要

面向#一是清明理智的训练"即是依着人的发展促进

人的道德认知"培养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也就是亚

里斯多德所谓'实践智慧(%

L

0*(+4:2:

!

L

*,>;2>,-

R2:N(7

&的养成!二是向善意志的培育"即是意志力

的锻练!三是道德情感的蕴育"如儒家的'仁()基督

宗教的'爱(即是道德情感的核心$知)情)意三方面

的整全发展"方可促成道德实践-即'行(-的达成$

不少谈论伦理教育的学者"于是认为伦理教育的内

涵包括知)情)意)行等四个层面$而一个与伦理有

关的议题讨论或课程均应包括这四个学习领域$因

此"伦理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方法比起单纯的学科教

学更为复杂"这对从事伦理课程的教学工作者而言"

无形中也多了许多要求$

二$伦理教育应强调讲解与讨论

伦理教育在教学方法上"注重道德讨论是正确

的"而侧重道德两难困境%

7(*,-N2-477,

&问题的讨

论式教学法"虽非唯一却也是可选择的做法$'儿童

读经(不强调讲解"甚至毫无讨论的做法令人担忧$

他们以为书背熟了"不用讲解"日后自然得以心领神

会$在古代农业社会里"文学作品系以人文的思想

为主"天文)政治或经济方面的文章虽然有"毕竟不

多$杨鸿铭就对此提出质疑#以人文思想为主的典

籍"皆以韵文或文言的语法撰写"孩童长大之后"不

管读书或写作"仍然处于相同的语文情境中$从出

生到老死"只要思考"就是文言的模式!只要写作"就

是文言的句型!所以早期背诵的经典"有朝一日的确

有可能藉着反刍来理解$但今天说读写作都在白话

语体的范畴之内"却以不同情境的古文方式要求背

诵"而求长大之后自行理解"是否缘木求鱼.

$

/

$我们

的孩童"每天都生活在语体文的环境里$语言"是思

维的表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各自不同的思维模

式!所以文言有文言的思维系统"语体有语体思考的

特质$如果孩童尚未学好基础的语言"大人却匆忙

挟着进入文言的领域"等于强制孩童必须运用文言

的思考"而死背文言的诗文$孩童的心智是否能接

受* 纵能接受"是否只是囫囵吞枣"学到半文言)半

白话的思考方式* 如果一方面必须采取文言的思考

方式死背"一方面却得运用语体的思考方式来表达"

这对识字不多)思考尚未成型的孩童来说"是否只是

拔苗助长罢了.

$

/

$若不讲解而造成义理的误解"岂

不更糟2 例如3论语
A

阳货
!G

4记载孔子曾说#'唯女

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3孟

子
A

离娄上
!E

4记载孟子曾说#'不孝有三"无后为

大$11(等章句"如果没有适度的诠释"岂不造成

性别歧视或其他误解$另如儿童读经盛行的教材

3弟子规
A

入则孝45中说#'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

柔无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亲有疾"

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

肉绝11("在教育界普遍反对体罚的现今"如何让

孩童同情地理解古代的'挞无怨(* 如果'亲有疾"药

先尝11("与现今的医药常识及孝道观念也大相违

背$因此"不要以为反正经书一定是好书"即使不讲

解也没关系"殊不知'尽信书"不如无书("孩童的启

蒙阶段"尤其是道德的启蒙"更需要谨慎从事$孔子

也说过#'学而不思则罔(%3论语
A

为政
#G

4&"一个不

以启发思考及指导思考为主的学习"实在很难称得

上是好的学习方式$伦理教育贵在促进伦理认知)

培养实践智慧"故方法上注重价值澄清)角色扮演及

伦理讨论$这方面"'儿童读经(几乎阙如$作为一

种伦理教育方式"笔者认为似乎有重新检视的必要$

反观儿童哲学"不论是美国的或欧洲的儿童哲

学性质"以至于亚洲的儿童哲学性质"都一律强调思

考与讨论"而且着重团体的合作思考"以及对于第一

因的探究$在伦理议题上"不论有无文本或教材"儿

童哲学教育工作者都首要重视引领学员平等)民主)

自由)开放地讨论"藉此让学员透过自身的思考)言

说"以及同侪的互动激荡来发现伦理的意义"而不是

只根据书本说了什么或师长说了什么来规范应该如

何$因此"在伦理教育上"儿童哲学至少关注到第一

个面向"亦即清明理智的训练"即是依着人的发展促

进人的道德认知"培养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

三$伦理教育更应注重师资质量

在'儿童读经(的师资方面"王财贵以为'如果教

本选用注音本"则任何人"只要读过小学二年级以

上"认识注音符号"就可以当指导读经的老师$11

千万不要为了找一个科班的教师而耽误了儿童的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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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年龄2(读经推广中心也主张#儿童读经班的教师"

并不须有多优秀的国学底子"最重要的是要有三心"

即热心)恒心与耐心$一般而言"只要稍通经典者"

就有资格担任读经教师$为了推广读经"并使更多

有志者参与"读经中心也不断的举办师资训练研习

会"以培育读经师资$笔者在此想提的是"'读经(既

然被视为一种可以帮助孩子的教育"对于'师资(的

来源与素质就不应该草率对待$因此"有人就建议#

对于读经教师的训练不应该只是'听二十分钟演讲(

或'看得懂注音符号)会读国语(就人人可为的$

11虽然不要求教者讲解"但我们很难保证每个孩

子都不想发问$尤其儿童的求知欲很高"好奇心很

强"如果读经教师发音不甚标准"每每被学生'一问

三不知("敷衍应付"不但无法取得学生的信任"更可

能因此而误导学生$因此"师资水平的要求是必要

的.

C

/

$我们必须认知#即使是义务的读经教师"若自

己不具备教育心理学)教学法的基本知识"也未能厘

清所欲教学议题的学习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很容易

陷入困境"或不知如何有效传达讯息$在伦理教学

实务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教学者对所欲讨论的领

域知识不足"未能具备打动学生)说服学生或提供给

学生足以说服自己的信息$因此"如果读经要标榜

所谓伦理教化之功的话"就必须正视师资的问题$

反观儿童哲学"对师资的培训与要求一向极为

重视$例如'儿童哲学(之父李普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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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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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纽泽西州立蒙特克

雷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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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4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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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了'儿童

哲学促进中心(%

U+:;2;);4.(*;04FN9,+>474+;(.

I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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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2-N*4+

"简称
UFIO

&

#

"一开始即由

他和夏普%

F++V,*

Q

,*4;/0,*

L

"

#C&!B!"#"

&主

持"综理相关课程的发展与推广工作"并提供师资培

育训练$根据
UFIO

的手册"该中心的主要工作在

于#课程的发展%教材和教师手册的出版&)教育研究

%包括实验&及教师训练$对师资培训的理念始终影

响我们从事儿童哲学工作者$笔者以为儿童哲学的

师资必须以苏格拉底为师$首先"作为一位哲学教

师"为了引领学生进行'哲学思考("一定要有基本的

哲学素养以及哲学教育相关背景"教师起码要懂得

如何思考"这样才能帮孩子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思考$

其次"儿童哲学教师是团体讨论中的引领者或引导

者"教师也是探究团体的成员之一!儿童哲学的探究

活动就在不断地澄清问题与发问当中进行"教师要

避免使用权威"要懂得倾听"能尊重每位成员的意

见"还要能获得学生的信任"教师有责任要做好教室

内'对话(气氛)程序)内容等的引导与掌握$因此"

教师必须保有开放的心胸"其中包含智性的开放以

及程序的开放$

四$结论

'儿童读经(与'儿童哲学(的立意基本上都好"但

不可有迷思$就伦理教育而言"'儿童读经(与伦理教

育的关联不大"即使诵读的经典为圣人书"若诵读时

缺乏对内容的理解则亦枉然$儿童哲学由于强调思

考与讨论"在伦理教育方面"主要能提供伦理思考的

面向"协助伦理教育知)情)意)行之'知(的培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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