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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蒙学课本中儿童故事的教育价值研究
——以《三字经》为例

赵子璇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00）

【摘　要】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主题。作为教育学人，我们应该致力于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挖掘中国传统教育故事的

当今价值。《三字经》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中的极具代表性的著作，流传甚广,家喻户晓,对我国古代的儿童教育影响深远。

它其中包含着许多经典的儿童故事，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同时也含纳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髓，所以《三字经》

中的儿童故事彰显出不可低估的教育价值。在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的背景下，探究《三字经》中儿童故事的教育价值具有极

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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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儿童故事：蒙学课本中的教育精粹

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挖掘整理中国古代蒙学教材中

的儿童故事，是传承优良文化的重要课题。我国古代蒙学课

本中蕴含着大量经典的儿童故事，对陶冶儿童情操，启迪儿

童心智起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利用好

这些教育精粹，使其重现往日的价值和光彩。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蒙学教材，它在编写上利

用儿童学习和认知的特点，编写了大量生动有趣且贴近生活

的儿童故事以吸引儿童的学习兴趣。这些故事大多以家喻户

晓的名人志士为主人公，以合辙押韵简练的语言语言描述其

求学及生活经历，作者现将这些故事分为一下四类，分别是

励志勤学类，家庭教育类，品格塑造类，传统美德类。

1.1 励志勤学

《三字经》中有很多故事是有关励志勤学的，像路温舒

编蒲抄书，绞尽脑汁把字抄在蒲草上读 ; 公孙弘削竹抄书，

在家境贫寒难以购书的情况下，把书刻在竹片上学习 ; 还

有车胤往纱袋里放把萤火虫，当照明灯来学习，孙康用积雪

的反光来读书。不仅仅是这些年轻莘莘学子，还有以博学著

称于世的孔夫子不耻下问，拜七岁的项襄为师；宋代赵普已

官至宰相，却仍终日读书，求知似渴。先人勤奋好学的精神,

勤学苦读的态度在书中多次提到，给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极富教育意义。

1.2 家庭教育

《三字经》中孟母三迁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可见

母亲在孩子成长道路中的重要作用，都说“母亲是孩子的第

一位老师”，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于儿童的成长有着不可估量

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了在儿童还不能分辨好恶能力的境况下，

良好的教育环境对人成长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窦燕山，

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讲述的是是窦燕山从小就重视

对孩子的教育，建义馆，请名师，尽其所能为其子创造好的

学习环境，最终成就了北宋初年的“窦氏五龙”的千古佳话。

无论是三次迁居的孟母，还是教子有方的窦燕山，他们的故

事都体现了家庭教育在儿童成长中的重要性，以及环境对儿

童成长的重要影响。

1.3 品格塑造

“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这四句讲的是先

贤挑灯夜读时为驱散困意不惜刺痛自己以专注精神读书求

学；“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庭、魁多士。”这四句讲的是

梁灏在已经八十二岁高龄时，依然坚持读书学习，并在科举

考试中一举夺魁，荣登榜首，这样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品

格实在令人赞叹。参天大树成于幼苗，儿童时期是塑造个人

格品格、树立理想信念的重要时期，通过对这些儿童故事的

诵读，能够为他们的良好品格的塑造提供丰富的精神养料，

使其在这些仁人志士故事的熏陶下从下形成坚忍不拔，刻苦

奋进的精神品格。

1.4 传统美德

在我国古代的儿童教育中，德育可谓是重中之重，《三

字经》作为我国古代蒙学课本的经典之作，其中自然不乏关

于中国传统美德的儿童故事，它对于培养儿童形成正确的道

德观念，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起到重要作用。孝顺父母，有

爱兄长一直是我国传统道德思想的重要根基，《三字经》中

尤其强调了这一部分的内容。“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

所当执。”讲的是他夏天为父亲扇扇，为父亲驱赶暑热，使

床清凉；冬天用自己身体的体温来温暖床褥，让父亲不受严

寒之苦，被称为“天下无双，江夏黄童”，这是“孝”。关

于“悌”，孔融让梨的故事更是口耳相传，家喻户晓，小小

年纪就懂得礼让他人，敬爱兄长的小孔融的形象深深烙印在

了每一个孩子的脑海里。

这些故事里 , 有年少成才的人物 , 也有大器晚成的典

范 ; 有为官尚学的楷模 , 也有勤学苦读的典范 , 这些人物

形象栩栩如生，在儿童心中埋下了向贤立志的种子。这些故

事以事寓理，达到“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的教育目的。

2 教育价值：蒙学课本中儿童故事再挖掘的关键

2.1 儿童故事促进儿童认知发展

首先，通过阅读儿童故事能够培养提升儿童的记忆能力。

据研究表明，儿童时期孩子的记忆力正处于一生中的黄金时

期，《三字经》中的儿童故事采用合辙押韵且简练的语言，

短短十余字就将一个生动的儿童故事展现在孩子眼前。通过

对这些故事的诵读有利于提高儿童的记忆能力，促进他们记

忆力的提高和发展。第二，阅读儿童故事还能够增加儿童的

识字量和阅读理解能力。经典蒙学教材《三字经》在我国古

代曾是作为识字教材来让供儿童学习的，《三字经》中的儿

童故事包含了很多常见的汉字，儿童在诵读的过程中自然就

能提高识字量。这其中丰富有趣，情节多样的故事也能够锻

炼儿童的阅读和理解能力，为今后文学素养的建造添砖加瓦。

最后，阅读儿童故事也能够提高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儿童

的天性里就充满了好奇心和分享欲，当他们听到了有趣的故

事时就会不由自主的分享给身边的伙伴，在分享的过程中既

能提高他们理解高概括能力同时有利于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

人际交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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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儿童故事陶冶儿童道德情操

儿童期是一个人形成道德意识，培养道德规范，养成良

好行为习惯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对儿童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三字经》中含有很多有关道德教育的儿童故事,

像为父亲温床的东汉人黄香以及年纪尚少却处处谦让的汉人

孔融 , 这些例子都为儿童树立了高尚的道德榜样，使得儿童

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为人处世、接人待

物的行为准则，建立起自己判断行为对错的准则，从而对他

们道德规范的形成和道德情感的培养以及良好行为习惯的养

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2.3 儿童故事健全儿童精神品格

《三字经》中有关勤学苦读类的儿童故事数量最多，像

“头悬梁，锥刺股”这样的广为流传的故事更是数不胜数，

通过诵读这些经典故事，了解这些名人志士求学路上的艰辛

困苦，让他们了解成功不仅需要刻苦的努力，更需要持之以

恒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品格，从而培养他们坚持不懈，立志奋

进，持之以恒，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

2.4 儿童故事培养儿童审美能力

当今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才，这就要求我们

的教育是全面发展的教育，而培养儿童的审美能力是美育的

重要部分。美育就是培养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

教育。通常大家往往误以为只有接受音乐、美术类的艺术

课程的学习才能够培养儿童的审美能力，其实不然。就像

家喻户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一则充满“美”的故事。

通过阅读这个故事，儿童能够获得精神美、情节美、文字

美的审美体验。第一，儿童能够感受到人物的“精神美”。

这里的“精神美”体现为孟母对他成长的关怀和深切的母爱。

第二，儿童能够感受到故事的“情节美”。当故事中孟母

三次搬家，每一次的结果都不同，从“学祭拜”到“学市井”

再到“学礼仪”，每一次的变化都增加了故事情节的曲折

性和趣味性，更加吸引儿童的兴趣和注意力。第三，儿童

能够感受到故事的“文字美”。文字美主要体现在这些简

短且携律的词汇上，这些语言知识能够丰富儿童的词汇量，

为儿童的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积累素材。因此当儿童在阅

读故事时，审美的教育就开始了，儿童就是在不断地阅读

中提升了审美能力。

探究《三字经》中的儿童故事，我们看到由于历史和时

代的局限性，它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文化糟粕，但是其中丰富

的教育文化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标本，

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挖掘、发扬和继承它其

中蕴含着独特的民族精神与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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