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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知识如何融入小学校园文化建设
蔡　锋

贵州省习水县醒民镇中心小学　贵州　习水　564600

摘　要：国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精髓，是我们祖先在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思想文化。促进国学走进小学

校园，能使学生更好地学习我国优秀的文化，更有利于小学生在学习国学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国学走

进小学校园，还有利于学生成为具有优良品德的人，这样能够实现新课改提出的促进小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目标。鉴于此，

本文对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国学知识的融入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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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国学教育实践的现实羁绊
（一）国学教育理念认知存在偏差

目前，人们对国学教育理念的认知出现了一些偏差，一
部分人将国学文化片面地理解为儒学，或简单地将国学教育
认为是古诗文和文言文学习，使得国学教育难逃知识灌输的
教育模式。当前，人们对国学教育认知的种种错位，究其根
源是没有把握小学国学教育对个体和国家民族的真正价值，
没有认识到学生理想人格的养成及正确价值观的树立才是国
学教育实施的主旨所在。
（二）活动形式单一，教学方式传统

在品牌教育的遮蔽下，国学教育的实践越发形式化，尽
管现在小学开展的国学教育活动丰富多彩，呈现出一片繁荣
的表象，但实际实施模式却十分简单。目前，大部分小学发
展国学教育以开发校本课程为主，将国学教育课纳入常规课
程体系中，实则在日常教学中，这些校本课程往往“名”不
符“实”，甚至成为语文课、德育课的附庸。随着研学旅行
等新形式的兴起，不少学校构想将国学文化开展到“行”的
层面上，但由于活动经费、学生安全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不
少学校举行研学旅行的频次过少，周期不定，往往会使学生
的国学之旅成为一种观光体验，达不到理想的教育效果。小
学开展国学教育还进行了许多其他尝试，例如进行中华经典
诗文的诵读、组织国学社团、开展传统文化文艺汇演等，但
常常由于参与度不高、活动组织随机性大、活动反馈不及时，
而偏离活动组织初衷。

二、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国学知识的融入策略
（一）美化校园环境，让国学知识浸润心灵

学校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发展的重要部分，在校园文化
建设中，学校要立足整体，合理规划和布局，让国学教育浸
润到学生生活和学习中来。为此学校可以从如下三大方面开
展：一是“德育”上墙。学校可以发挥校园围墙的作用，将
德育的主要内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合理
布置到学校围墙上，不仅要从传统视角解释好这八个字，也
要立足学生发展融入趣味的因素。二是以班级为单位，做好
班级文化建设。班级是学校的一个重要单位，是学校文化开
展的主阵地，班主任要带领同学们开辟“国学角”，定期开展
专题诵读。三是发挥学校宣传栏、楼道、广播等宣传国学经
典的作用，为学生构建浓厚的国学氛围。
（二）完善校本教材，让国学解读与时俱进

在编写完善教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国学经典在古
代是历朝君王假以利用统治臣民的工具，有许多观点论述不

符合现代社会的时代要求，我们在教材解读的时候特别予以
强调，告诉老师们在使用教材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孩子引向
偏狭的境地。

例如，《道德经》“长治久安”中的“弱其志”，古人是这
样解读的：如果全社会的人都没有非分之想，那么人人都可
以安居乐业，人心就会平静不浮躁。究竟怎样的行为不是有
非分之想的表现呢 ? 是不是还像古人希望的那样，让每个孩
子都老老实实，不要有自己的思想 ? 当然不是。这个时代需
要的是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人，他们需要用自己的头脑
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在张望这个世界的
过程中产生梦想，然后为了梦想而不断奋斗，这样的行为当
然是正确并予以倡导的。如果在今天，我们还告诉学生要无
欲无求，显然是与这个时代相违背的。广博的教材，细腻的
解读，为国学经典的大面积推广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三）精选教学内容，让国学教育有章可循

缺乏明确的内容指向和有效的操作引领，使国学教育在
小学的实践步履维艰。教学内容的筛选，要涵盖广泛。首先，
要集各家之言，包括儒、墨、道、法等名家学说，做到不分
阶级、不分派别，选取国学经典中最能代表先贤智慧的内容。
其次，要注意对传统学说进行有效的甄别，将一些腐朽、落
后的内容排除在外，挑选对当今社会依然适用的具有永恒价
值的部分。最后，要选取国学经典中既符合人类发展总体进
程又合乎教育发展规律的内容。于社会而言，要选用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现代文明相契合的内容；于儿童自身来说，
要根据“童蒙养正”的宗旨选取国学典籍中有关道德礼仪、
利于人性培养和社会态度形成的内容，并且这些内容要符合
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使其能产生对国学经典文化的亲切感
和感受力，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三、结语
国学以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优秀文章为基础，加之历史

发展上各个朝代的优秀文化相互融合而形成。促进国学走进
小学校园，不仅有利于实现德育教学目标，还能拓宽学生视
野，使学生在学校中学到更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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