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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国学教育蓬勃发展，但是对国学教育实践存在的误区反思不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审视

国学教育实践，五大误区需要警惕，即教育模式商业化、教育内容狭窄化、教学方法简单化、教育活动表

面化、传递糟粕隐匿化。规避国学教育实践的误区，迈向优质国学教育，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协调推进：把

传统融入现代，构建国学教育体系；依托现代大学，重视国学研究；扎根基础教育，深化课程改革；政策

引导实践，法制规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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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学教育热潮不断兴起，无论是响应国

家政策号召，还是源自民间自觉呼应，无论是旨在

启蒙的学前教育阶段，还是意图培养精英的高等教

育阶段，国学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日益受到重视。然

而，当前对国学 教 育 正 面 肯 定 的 报 道 研 究 占 据 主

流，对潜在误区则缺少预警，反思不足。因此，有

必要审视并反思国学教育陷入哪些潜在误区，这些

误区会导致哪些负面效应，应如何规避这些误区。

一、审视实践：国学教育的潜在误区

《现代汉语词典》把 “误区”解释为 “较 长 时

间形成的某种错误认 识 或 错 误 做 法”。评 判 教 育 实

践是否陷入误区的标准在于教育实践是否有利于民

族复兴，是否有利于学生发展，是否产生积极正向

的教育 效 应。以 此 为 准 绳，审 视 当 前 国 学 教 育 实

践，五大潜在误区亟须警惕。

误区一：教育模式商业化。国学教育的利益投

机者，如教材出版商、教育培训机构人员等，以追

求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把国学当作噱头，实为赚

取眼球和金钱。商业化下的国学教育，罔顾教育发

展的理性和规律，因利益纠葛产生的逐利行为，甚

至衍生教育 腐 败。该 误 区 招 徕 了 “功 利 的 国 学 教

育”。

误区二：教育内容狭窄化。一种倾向是窄化了

国学的范畴，把国学等同于 “儒学”，把国学 教 育

等同于儒学教育。虽然儒学是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

重要核心，但是墨、道、法、杂、阴阳、纵横等诸

子百家思想 在 中 华 传 统 学 术 文 化 中 同 样 有 一 席 之

地。另一种倾向是窄化了教育开展的形式，认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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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仅是知 识 教 育，把 国 学 教 育 等 同 于 读 经 教

育，甚至等同于古代文学教育，忽视了国学教育在

道德、技艺等 方 面 的 可 为 之 处。礼、乐、射、御、

书、数是中国古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

不可。中 国 传 统 的 音 乐、舞 蹈、戏 曲、绘 画、书

法、手工同属国学范畴。当前，国学教育实践者对

国学的内涵和外延一知半解，在教育实践中墨守成

规，缺少开拓创新，在教学内容上局限于经典文本

的书面知识，忽视了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与

多样性。该误区导致 “狭隘的国学教育”。

误区三：教学方法简单化。因教学内容窄化为

儒家经典，教学方法也沿袭了传统教育中的读经方

式，灌输式、注入式教学充斥课堂，片面强调记忆

背诵，甚至盲目夸大读经的作用。幼儿读经的方式

引发巨大争议，“读经学堂不允许讲解，只能背诵

音节。整整十年，什么都不能学，经典也不讲，只

需跟随读经机 ‘吼振读经’ （类似 ‘呼喊派’的做

法），在毫无切身感受 和 理 解 的 情 况 下 ‘包 本’背

诵３０万字的经典文句音节”［１］。部分学生饱受单调

机械的教学方式之苦，甚至 “痛恨”和 “畏惧”经

典，这与开展国学教育的初衷南辕北辙。该误区引

发 “粗暴的国学教育”。

误区四：教育活动表面化。有研究者在实地调

查后指出，某些学校开展的国学教育流于表面，沦

为 “重功利的面子工程，为 了 活 动 而 活 动”［２］。对

于部分中小学校领导和一线教师而言，开展国学教

育的出发点，或是为了迎合上级的评估检查，或是

为了向家长展现学校的特色和成效，或是在 “人有

我也有”心态下追赶国学潮流，未考虑国学教育实

践的科学性和长期性，不仅没跟现代教育体系相得

益彰，而且加重了教师与学生的负担。该误区造就

了 “表演的国学教育”。

误区五：传递糟粕隐匿化。从教育价值观的传

递来看，国学经典、国粹技艺在某些方面仍具有历

史局限性和落后性，部分学校未加筛选将明显不适

合现代社会生 活 的 价 值 观 传 递 给 学 生。我 们 常 用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作 为 传 承 传 统 文 化 的 指 导

思想。在国学教育实践中，当我们认可精华、弘扬

优秀时，也要否定和剔除 “糟粕”。毫 无 疑 问，专

制威权的师生关系、重文章轻技艺的教育倾向、封

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等价值观念理应裁汰。即使是读

经，所读内容也不可不慎重选择。“埋儿奉母”“割

股疗亲”“王祥卧冰”等教育事例所传递的价值观

混乱落后，谄媚专制，违背科学，与现代文明大潮

不兼容。这些糟粕隐匿在当前国学教育中，危害性

不容小觑。该误区产生了 “扭曲的国学教育”。

必须指出，以上五类误区潜藏在当前的国学教

育实践中，其危害作用不可小觑，负面效应需要警

惕。之所以把以上五种情况评判为 “误区”，是 因

为这五种国学教育现状，败坏国学的名声，损害教

育的公益性，甚至危害学生的发展。

客观来说，造成国学教育实践陷入误区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学本身的问题，也有教育开展

时衍生的问题。例如，按照现代学科 的 划 分 标 准，

国学的内涵和外延依然不够清晰，甚至常有 争 议。

国学教育实践无章可循、有章难依的失范现状，让

利益投机者有机可乘。当前国学教育正值 “体制混

变”时期，“国学教育制度亟待完善，制度规则和

教育实践之间矛盾重重”［３］。新的教育 制 度 尚 未 建

立，一系列混乱、形 式、功 利 的 现 象 频 出。因 此，

破除体制混变 带 来 的 教 育 失 范 弊 端，规 避 教 育 误

区，是下一阶段推行国学教育的着力点。

二、规避误区：迈向优质的国学教育

国学教育误区客观存在，只有正视误区、规避

误区，才能迈向优质的国学教育。那么，优质的国

学教育的具体内涵特征是什么？需要剔除哪些劣质

成分？笔者认为，优质的国学教育必须符合以下几

个标准：一是能维护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符合现代

教育教学规律；二是能促进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能融入现代学校教育制

度，贯穿于德智体美劳五育之中。有鉴于此，国学

教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协调推进。

（一）把传统融入现代，构建国学教育体系

仅凭着官方的政策推进和民间热情，迅速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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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学教育难免后劲乏力，昙花一现。破解国学教

育误区的突破口，在于能不能在完全不同于传统农

业社会政治 经 济 属 性 的 当 代 社 会 构 建 国 学 教 育 体

系。“国学的知识都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和自然

经济的基础上，和现代科学技术相比，许多知识缺

少现代实证科学的检验。”［４］在现代中国社会语境下

重振国学、普及国学教育要正视难度与阻力，以下

措施可供参考。

第一，筛选 挖 掘 符 合 现 代 社 会 生 活 的 价 值 理

念。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谈到传统文化与现

代中国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

需要协调 适 应 的 地 方。”［５］国 学 经 典 中 传 递 的 价 值

观，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如何找到契合点，这是决定

方兴未艾的国学教育能否保持时代生命力的关键。

永恒主义教育流派的代表罗伯特·赫钦斯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Ｈｕｔｃｈｉｎｓ）认为，历经 许 多 世 纪 留 存 的 古 典 著

作，作为 “永 恒 学 科”在 任 何 时 代 都 是 属 于 当 代

的，柏拉图的 《理想国》有益于理解当代法律和教

育，亚里士多德的 《物理学》可观照自然界的变化

和运动。［６］可见，挖掘国学经典 中 适 合 当 代 社 会 的

精华，是迈向优质国学教育的前提。现代公民教育

应挖掘传统价值精髓，剔除那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冲突的糟粕。李泽厚认为，现代社会生活中必

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伦理秩序在学校教育中更应得

到重视。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公民课比 《三字经》

重要”，对传统文化与 现 代 社 会 不 可 调 和 的 差 异 和

冲突，应 “明辨是非，以符合现代生活为准”。［７］

第二，培 训 现 代 国 学 教 师，改 革 国 学 教 学 方

式。教育实践的发展变革离不开一线教师的 支 持，

要规范国学师资培训，以培养合格的国学教师，即

既具有丰厚的国学素养，又能熟练掌握现代教学技

能的教师。教师教育要把培养师范生的国学素养纳

入规划，使未来的一线中小学教师不仅懂国学，而

且懂教国学。改变传统教 育 片 面 强 调 记、背、诵、

默的学习方式，是推行国学教学改革的重点。 “国

学教育的一些倡导者违背现代教学的常识，让学生

摇头晃脑地去诵经，偶尔为之，固然有趣，倘成常

态，则会让学生重温噩梦。”［８］国学教学要注重情感

浸润、审美熏陶、技艺训练等多元化教学方式的运

用。张百熙、张之洞等人特别强调，陶冶性情是教

授传统中国词章的根本之法，“古今体诗辞赋，所

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

稍存古人乐教遗意”［９］。

第三，构 建 国 学 教 育 体 系，使 国 学 教 育 制 度

化。国学教育制度化是必然趋势，国学教育要融入

现代教育体系，改变 “体制混变”的现状，使国学

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各个学段的实践有章可循、有

法可依，促进健康良性发展。

（二）依托现代大学，重视国学研究

近代以来，国学研究有过停滞和曲折，面对舶

来的西方科学 知 识 冲 击，传 统 学 术 文 化 趋 于 边 缘

化。在此历程中，现代大学在 “为往圣继绝学”中

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当前许多大学纷纷开展国学研

究，成立专门的国学研究院，这为规避国学教育误

区提供了条件。

第一，现代大学要实现国 学 研 究 的 推 陈 出 新。

国学范畴难以明晰，是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休和质

疑不断的根源。正本清源是当务之急，要在学术研

究和舆论宣传上厘清国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凝聚

学界共识，减少争议，让国学回归学术，让教育回

归思想。优质的国学教育应是 “学术的”和 “思想

的”国学教育，这样才能保障国学教育实践的科学

性、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国学研究 “推陈”，要实现 “创造性转化”。使

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教育所用，强调 “取其 精 华，

去其糟粕”。在现代社会的价值诉求下，面对 浩 如

烟海的传统学术文化，要分清 “真经典”与 “伪经

典”，应以尼采的 “重 新 估 定 一 切 价 值”作 为 批 判

继承的 态 度，进 行 现 代 意 义 上 的 梳 理。国 学 研 究

“出新”，要达成 “创新性发展”，“按照时代的新进

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 补 充、

拓展、完善”。［１０］在 推 陈 的 基 础 上 求 创 新，兼 收 中

西，海纳百川，不能让传统学术文化故步自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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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持续推进国学研究，国学教育才能有序传承。

第二，现代大学要引领中 小 学 国 学 教 育 实 践。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指出，传统文化教育要 “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贯

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 业 教 育、高 等 教 育、

继续教育各 领 域”。［１１］由 此 可 见，把 国 学 教 育 贯 穿

各个学段是今 后 的 趋 势。大 学 是 开 展 国 学 教 育 的

“第一推动力”，是规避国学教育误区的突破口。相

比其他学段，大学最有能力推进国学学术研究，最

有条件推广国学教育实践，能够实现国学教育的创

新和发展，引导国学教育实践走出误区。总之，大

学在国学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应是中小学的理论引领

者和实践开拓者。

（三）扎根基础教育，深化课程改革

如果说高等教育是引导国学研究 生 长 的 阳 光，

基础教育就是国学教育实践扎根的土壤。大学阶段

的国学教育体现在国学研究的深度和教育实践的创

新。中小学阶段的国学教育重视基础性推广，可从

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入手，在不加重师生 负 担、

不构成学科教学障碍的前提下，把国学教育纳入课

程体系中，“内化”在课程设置、教材编纂、课堂

教学、课外活动等环节。

基础教育学校转型性变革，要求突出学校文化

建设。“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

一大端。”［１２］中小学校应通过课内教学和课外活动，

传承国粹，彰 显 “中 国 式 基 础 教 育”的 自 觉 与 自

信。基础教育阶段的国学教育宜由浅入深、循序渐

进，采取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方针。譬如，在校

本课程的开发中，深入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当前

核心素养评价对学生的人文底蕴提出明确要求，因

此学校要重视学生的传统文化积淀，培育 “全面和

谐发展的中国学生”。

（四）政策引导实践，法制规范行为

消费社会与市场经济裹挟了包括国学教育在内

的教育实践，当经济利益成为教育活动的最大动力

和唯一目的，国学教育的名声必然会被败坏，引发

非议。“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

矩。”为教育实践立法，把教育逐利行 为 控 制 在 理

性的范围内，是整饬利益投机者的有效方式。

当前政府 层 面 出 台 的 针 对 传 统 文 化 的 政 策 意

见、决议公报，以正 向 的 鼓 励、促 进 为 主，规 范、

约束的具体条例不多。各级政府应加快为国学传承

与实践立法的进程，规范国学教育场域的非法逐利

行为，要 “加大涉及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法律法规施行力度，加强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

监督检查。建立完善联动机制，严厉打击违法经营

行为”［１３］。教育行政部门应通过出台教育政策引导

国学教育实践，从教育的公益性出发，旗帜鲜明地

反对功利性的价值取向，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予以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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