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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预科生接触汉语言文学时间较短，导致他们对

中华民族优秀经典国学著作知之甚少，不仅在把握国学

篇目的数量上严重匮乏，而且对国学中优秀传统文化精

神的领悟也远远不足。这对于预科生的长远发展是十分

不利的，无论是从专业学习的角度而言，还是从人格的

塑造来说，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在推行素质教育。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要

指示，国学回归教育体系已经成为大趋势。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素质教育”的要求。值得进一

步追问的是，推行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学生素

质发展的核心是什么。立德树人是新时期对素质教育的

新要求，素质教育也理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的。习近

平总书记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由此可见，道

德素养的培养对于一个人而言至关重要。

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课程管理在进行着变

革，教师也在自觉探索着课堂的建构。近年来，随着大

中小学文言文教学的改革，以及古诗文篇目的增加，可

见国家对文言知识的重视在逐步加深，对中华传统文化

在学生人格培养中作用的肯定。笔者认为，国学所代表

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经典国学作品

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

慧和精神，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文化财富。

鉴于此，笔者尝试以素读教学为突破口，以国学经

典作品为依托，借以帮助预科生提升国学素养，通过对

国学经典的研习，从而提高他们的内在涵养，并进而提

升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和道德水平，加强他们对中华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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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一、素读教学

（一）素读教学的内涵与界定

通过对“素读”教学相关文献的查阅，笔者发现对

于“素读”定义的界定，学者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

并且对于不同的篇目，学者们赋予了“素读”新的内涵。

本文采用的是国内较早对素读内涵进行研究并引入课堂

的邓彤老师的观点。邓彤老师认为，所谓“素读”，就是

朴素地通过文字符号，领会文本的内在蕴意。主张教师

不多用其他资料，不滥用现代媒体技术，只是运用最传

统的对话方式，引导学生反复阅读课文，对文本作最朴

素的解读。[1] 从邓彤老师对“素读”的内涵理解可以看

出，一方面，要紧扣文本，反复阅读品味，进行最本真

和也是最“语文”的阅读。另一方面，强调学生与文本

对话，重视学生对文本内涵的独特解读。

（二）理论基础与实施依据

1. 理论基础

曾欣然通过对德性结构的终身发展历程的分析，提

出了从出生到终年的品德发展十阶段论。其中他认为，

青年（16-28 岁），德性结构的自组期。经历了少年期的

矛盾与冲突，青年期德性结构的基本特点是自组性——

自我教育、自我选择、自我组合为主。青年初期和青年

中期的德性结构发展更多的表现为德性内省冲突性、发

展的迅速性。

这个理论观点正是在提醒教育者应该在青少年品人

格自组的关键期，给予他们更多的养料。而国学经典是

一个民族文化的血液，具有种子般的能量，对于预科生

提高自身综合素养有极大的帮助。

2. 实施依据

“经典素读”概念由陈琴老师首次提出。她认为，素

读是一种读书方式，指以朗读（一般不包括朗诵）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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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背诵为目的，对所读内容（经典作品）只作适当

的字面对译，不追求所读内容的深刻含义。[2] 这种学习

方法对预科生了解国学文化，体悟国学精神来说，无疑

是绝佳的选择。

其原因一，预科生使用国家通用语的水平并不高，

但理解能力和已有的学习生活经验足够，而经典国学作

品的篇幅不长，但内容却富有深刻的涵义，易于学生的

操作、理解和把握。其原因二，从品德形成的过程来看，

品德养成与构建有三个阶段，即依从性阶段、认同性阶

段、信奉性阶段。依从可以使行为主体获得道德行为的

执行经验，是道德内化的开端。中华经典国学作品中，

关于人格的养成、性格的培养、价值的取舍、待人接物

的礼仪的内容，可谓是面面俱到。其原因三，提升国学

素养的目标，是指向对对道德原则和社会规范的最高接

受水平，即在对国学文化积累与深化的过程中，将价值

信念作为个体规范行为的驱动力。预科生的的年纪均为

20 岁左右，正处在德性结构发展的自组期，若在前期有

了国学文化的积淀，结合个人的生活阅历，对于后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有着巨大的作用。

二、国学素养的培养对预科生而言的现实意义

（一）夯实预科生的汉语基础，增强国学文化知识

由于预科生接触国家通用语言时间较短，且据访

谈调查笔者了解到，教授他们的汉语教师本身师资力量

薄弱，为了应试只对文本进行简单讲解，更多的时间是

教授学生应试技能。基于这样的学习背景，预科生对中

国传统经典文化的了解可谓是寥寥无几。而国学经典作

品，例如：《诗经》、《论语》、《大学》、《中庸》、《道德

经》、《呻吟语》、《菜根谭》、《小窗幽记》等，都具有精

练、警醒的特点，一方面读之朗朗上口，一方面有很大

的见仁见智的空间；这既符合预科生汉语基础薄弱的现

状，也符合他们心智走向成熟的需求。

（二）间接强化文本理解力与写作能力

优秀的传统国学经典作品不仅蕴含着博大深邃的思

想，更是两千多年以来中华文化的根基之所在，儒家的

仁礼思想、道家的辩证哲学、墨家的兼爱非攻、宋明的

程朱理学等，经过时间的筛选而越发璀璨，中国文学作

品一路发展下来，历史文人无一不受这些思想的影响。

因此，阅读和掌握国学经典作品，不仅可以增加他们的

智慧，让学生明礼节，辩是非，同时也能提升他们对现代

文的理解能力。此外，学生对经典积累越丰富，就越善于

语言表达，写作时也更有文采。胸中有墨，便能在写作时

恰到好处地引经据典，提升写作的章法和思想内涵。

（三）促进预科生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笔者笔下所研究的预科生大多为 00 后，由于现代社

会信息化的大量充斥、网络游戏的顽劣侵蚀，他们与传

统经典对话的时间越来越少，对传统经典文化的了解也

停留在只言片语，试想没有了解，何来认同？他们默认

并接受现在所拥有的，对经典的智慧却置若罔闻。约翰

斯尼·费边在《Time and the Other》中说道，传统与现代

并不对立，它们也不发生冲突，事实上，相对立的、相

冲突的、陷入敌对斗争中的，并不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的同个社会，而是在同一时间彼此面对的不同社会。这

就提醒我们现代人，在面对当下的生活困境与两难时，

前人也一样有过类似的苦恼。不同的是，如果掌握了贤

者的思想，就可以帮助我们在现实中安身立命，有了这

些处世锦囊，认识了他们的博大思想，必然也就会加深

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可，树立起民族文化的自

信。

（四）做根文化的传承人，提升德行修养终身受益

日本的山本玄峰在龙井寺讲经时曾说：“一切诸经，

皆不过是敲门砖，是要敲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

是你自己。”这就表明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处在不断发展的

过程中，经典的意义就是拿出自己去与经典之间做一个

激荡。预科生也不例外，学习经典的国学文化后，每一

位学生在今后的生活中，会经历不同的历练与考验，因

此对经典国学文化内涵的诠释也会因人而异，国学经典

也会在他们的人生进程中迸发出不一样的光彩，在他们

的行为处事中发挥出指导的价值。

三、素读经典在预科生国学素养培养中的实施策略

设想

（一）以优秀经典国学作品为推广内容

据调查表明，预科生接触国学经典的范围较窄，学

习篇目主要来自于中学语文课本，其中以古诗词为主，

教师采用的方法也多是背诵，甚至直接跳过不讲，让学

生自行背诵以应对考试。由于古诗文默写在试卷中所占

比重甚微，在内容浩渺又不加理解的情况下，国学经典

作品被学生视为无足轻重的放弃对象，可想而知，国学

经典作品在预科生的知识库中并没有留下烙印。由此也

更加说明加强国学经典作品的教学势在必行。

然而，经典国学作品浩如烟海，如何为预科生挑选

出年龄适当、水平适中，内容适宜的读本是一个问题。

在相关研究的学者著述中，笔者有一些思考与设想。

首先，从年龄特点来看，《三字经》、《千字文》、《百

家姓》、《弟子规》属于蒙学读物，对低年龄学生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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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适用于年满 18 的预科生，虽然通俗易懂，但是在

趣味性和挑战性上大打折扣。

其次，从接受程度来看《诗经》、《论语》、《孟子》、

《中庸》、《大学》、《小窗幽记》、《菜根谭》、《呻吟语》、

《增广贤文》、《钱氏家训》，可以作为学习诵记材料。原

因在于这些作品的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从个人到家庭，

从社会到国家，从礼仪道德、典章制度到风物典故、天

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含，而又语句通顺，易懂，核心多

为讲人生哲学与处世之道，符合预科生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理解与需要。

再者，从学习时间来看，预科阶段 1-2 年不等，时

间的限定就要求教师必须对阅读文本加以比对选择。以

两学期为例，经典作品的学习如果不是作为一门主修课

程来设置，那么只能利用早自习进行诵读，抑或自习课

老师带领学习。但这个时间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在

作品的选择上 1-2 本足矣，且只对这两本作品的部分篇

章进行学习。

（二）以诵读原文为基础方法

所谓素读，是指阅读者有虔诚的态度和多变的形式，

对文本展开返璞归真的阅读和学习，实现文本意义的再

运用和再创生。笔者将其具体的实操步骤大致拟定为三

步：讲而后读——诵而后思——背而后行。

具体来谈，以《钱氏家训》为例。《钱氏家训》是钱

家先祖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国王钱镠留给子孙的精神遗

产，更是留给每个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我们所熟知

的国学大师钱穆、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钱玄同、诺贝尔

奖获得者钱永健，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等皆为钱氏子

孙。想必让这个家族如此枝繁叶茂，又硕果累累的原因，

得益于优良家风和正统家训的传承与发扬。《钱氏家训》

从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四个篇

章；从篇目上来看共计约 650 字。不仅满足预科生安顿

个人身心、摆正个人位置，修心正行的需要，在难易程

度上也恰到好处。

第一步，讲而后读。例：个人篇中“心术不可得罪

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即“存心谋事不可以违

背规律正义，言语和德性都应该不愧于圣贤的教诲”。通

过文白对读、重点讲解的方式，让学生对原文有基础的

了解。正所谓《学记》中所言“语知而不知，虽舍之可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的成长变化，自己会对经典

有独特的解读。接着，由教师或领读员带领全班同学大

声读，放声读，快速读。范读最好是“字正腔圆”，语言

的学习基础在于诵读。

第二步，诵而后思。开口诵读是开启心智的有效途

径。诵又可以分为朗诵和吟诵，相较之下吟诵的要求更

高，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安排。例：社会篇“小人

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

和”。这一句话是警示后人如何对待生活中的君子与小

人。“人际关系”是预科生要面对的重要课题，这一阶段

更侧重的是思考，结合自身现有的基础与认知，理解这

句话内涵。预科生和小学生不同，小学生受于年龄的限

制没有太多的阅历与经验，对经典谈不上认可或感同身

受，他们的强项在于吟诵和背诵，而预科生是有条件进

行思考的。再进由诵读转向对心灵更进一步的拷问与净

化。

第三步，背而后行。诵读经典的目的在于汲取改变

和前进的力量，只有身体力行才能将语言转化成立足之

本，旺族之纲。例：社会篇中“信交朋友，普惠乡邻，

恤寡矜孤，敬老怀幼”。当学生铭记交朋友要讲信用，对

待邻里要大度施恩，对孤寡者心怀悲悯，对老人小孩要

尊敬爱戴。将这一家训背诵下来，融进他的行为准则中，

这将成为他的行动指南，而这与儒家的核心思想一致，

更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同向而行。

（三）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施目标

素读经典在实施应用中应以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

化为目标。文化折射出的是一种精神，优良的精神需要

代代相传，精神的传递需要以活动或者行动的方式落实。

因此，开展行之有效、形式多样的活动对传播、传承传

统文化有着助推作用。例如：组织集中观摩《中华诗词

大会》、举行经典警言吟诵比赛、举行《颜氏家训》片段

书写大赛、演绎《论语》经典对白、素读中央电台《经

典咏流传》中的作品等。通过不同的形式，激励学生走

近经典文化，走近传统文人的腹地，走近古人的精神领

域。素读经典为学生丰富的文化底蕴做积淀，也是当代

大学生传承与弘扬优秀中华文化的价值所在。

（四）以内化学生思想品德为根本任务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查阅“当代大学生道德素质

现状”这一论题，梳理概括以下特点：一、受意识形态

多元化的影响，学生在行为选择上趋于自我化，缺少责

任意识。二、受市场经济多样化的影响，学生在价值选

择上趋于利益化，缺少奉献意识。三、受信息化网络的

影响，学生在道德认知层面摇摆不定，缺少信念意识。

且结合笔者的教学观察发现，不少预科生在道德素质方

面也同样存在类似的特点。他们过分看重利益而轻荣誉，

重个人而轻集体，重结果而轻过程，重享乐而轻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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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物质而轻精神。

预科生是有活力、有思想、有文化的一代年轻人，

他们正处在人生观与价值观成型的关键时期，他们的年

龄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水平与认知程度，他们需要正统的

文化为他们的思想涤荡去网络中的污秽与媚俗，需要优

秀的传统文化帮助他们鉴别社会人性的真伪，需要主流

经典文化陶冶他们的内在情操与涵养。利用素读经典使

学生通过诵读、识记经典国学文化，让国学的种子力量

在潜移默化中根植在学生的思想中，乃至行动中。

四、结语

回顾全文的设想与论证，利用素读经典这一途径提

升预科生国学素养的构想从理论层面来看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然而由于未对学生和教师两大主体进行可行性

分析，也没有对课程实施结果进行前后测对比分析，加

之国学素养的提升与否并非数据可以佐证，因此这一研

究还有待继续跟进完善。

经典是经过历史的筛选保留下来的文明火种，它的

力量可谓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教师能做的就是将

这火种播撒在每一位学生成长的不同时期里，给予他们

养分，期望他们将礼法、礼仪、礼节、礼貌融汇在个人

的精神血脉中，走到哪里都不忘自己是中国人，以中国

文化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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