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让青少年读懂中国” 知识竞赛、征
文比赛 ，截止日期为 10 月 10 日 ，请将
答 案 或 征 文 文 章 发 送 到 邮 箱
dudongzg@163.com（邮寄地址 ：上海市
中山南二路 151 号 910 室 《新读写》编
辑部，邮编 200032），详细内容请见 9 月
号《新读写》杂志“读懂中国”专辑。

■黄玉峰

最近几年， 我跟一些来自我国台湾
地区的老师交流， 大家都深感传统文化教
育的迫切性。 唐君毅、 牟宗三、 徐复观等
学者， 都主张从传统文化的 “内圣” 中开
出 “外王” 之花来。 也就是说， 每个人都
应该把修炼自我 （内圣） 作为人生最终的
追求。 只有修炼好自身， 进而才有可能齐
家、 治国、 平天下 （外王）。

所以， 《大学》 有言， “自天子以
至于庶人， 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话
听上去虽然迂阔了一点， 但毕竟让我们
看到了一种社会转型的可能性 。 说到
底， 这就是对张之洞 “中学为体， 西学
为用” 的继承和发展。

近几十年来， 应试教育甚嚣尘上 ，
很多人无法看清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在学校教育中， 传统文化的修习也未得
到充分体现。 很多时候 ， 在应试教育
的重压下 ， 人们唯分数是竞 ， 唯考试
是务 ， 与分数考试无关的一律置之脑
后 ， 大家都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 ， 结果却让孩子们几乎没有了天真
烂漫的童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这些年， 人
们开始反思走过的弯路， 传统文化也开
始回归。 人们认识到， 只有回归， 才是
最便捷且最可行的道路。

放眼全国， 各地掀起的 “国学热” 以
及各种 “读经班”， 堪称鱼龙混杂， 即使
有些真正希望传扬传统文化的机构， 也会
因为缺乏底蕴而未能如人所愿。 但话说回
来， 虽然现状如此， 有些良莠不齐， 但民
间的各种尝试、 努力毕竟是好事。 有人做

这些尝试， 比完全没有人理睬要好。 多元
化的尝试， 也可以擦出很多火花。 在传统
文化教育的发展过程中， 在相互取长补短
的过程中， 其策略就会越来越优化， 朝着
更为良性的方向发展。 只要能让青少年在
这里读懂中国， 深入学习传统文化， 传承
传统文化， 就是一桩好事。

要让这场传统文化热持续下去， 而
不是半途而废， 除了需要有关部门、 有
关专家编制出课程标准以及适合中小学
生乃至大学生和成年人学习的教材外，
更迫切的是培养合格的师资。 笔者到全
国各地参加过很多次传统文化教育的教
研活动， 发现这个问题尤其严重： 因为

先天不足， 现在熟读经典、 读通经典的
老师太缺乏了。 我觉得， 有志于长期从
事语文教育事业的学子们， 应该静下心
来， 好好研读几部经典。

学习经典， 教师固然重要， 学生的
主动更重要。 从学生角度看， 有以下几
个方面必须注意：

首先， 要重视家庭教育。 在家庭里
形成一个学习传统文化的氛围极其重
要。 真正意义上的家教， 不是什么辅导
班、 请 “家教”， 而应该是父母的耳濡
目染， 是家庭里共同学习的气氛， 是家
里定出的规矩。

其次， 学习经典要重记忆。 要读原

文、 背原文， 不要急于挖掘什么微言大
义， 不要认为这是死记硬背。 现在很多
学校过分地重视讲解分析， 我以为并不
可取。 当今语文教学的弊病就在于支离
破碎地分析、 “碎尸万段” 地讲解。 有
些内容一时不完全理解， 没有关系。

陶渊明总结自己的学习方法就说 ，
“好读书， 不求甚解， 每有会意， 便欣
然忘食 。” 读书在于悟性 ， 读得多了 ，
积累多了， 就会渐渐悟出其中的道理。
这种感悟 ， 才真正是自己的东西 。 如
今， 我们的语文教育本身也存在着这样
的问题。 有关方面正在对考试制度和内
容进行调整， 减少过多的分析。 比如，

今年上海高考语文卷就增加了识记的分
值， 就是改革的先兆。

第三 ， 强调记诵并不意味着反对
讲解 。 要根据孩子的年龄 ， 不要过分
地强调理解分析 ， 尤其是不要强调分
析 ， 而 应 把 识 记 放 在 第 一 位 。 其 实 ，
读经典 ， 大致理解是很自然的事 。 同
学们可以通过注解 、 译文和老师的讲
解 ， 对文本的意思有一个基本 、 粗浅
的了解就够了。

第四， 学习经典， 在记诵的同时 ，
也要有思考。 子曰 “学而不思则罔， 思
而不学则殆。” 这个 “思” 指的是独立
思考。 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 学习经

典， 归根到底不是停留在字面上， 不是
背出几句语录就算学好了， 而是要落实
在平时的一举一动上。 儒家经典的核心
是 “仁”， “仁” 的表现形式是 “礼”。
《说文解字》 云： “礼， 履也！” 也就是
说， 礼是一种行为方式， “仁” 要体现
在行动上。

《荀子·劝学》 中说， “君子之学
也， 入乎耳， 着乎心， 布乎四体， 形乎
动静 ； 端而言 ， 蝡而动 ， 一可以为法
则。” 也就是说， 学习经典， 必须自我
“反省”， 要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 对照
自身， 一点一滴地修炼自我， 自觉体现
在行动上， 而不是为了引用经典装门面。
如果把它作为应试的材料， 只是停留在
识记的层面上， 或者仅仅是从理解角度
去考查， 去统一认识， 那么， 正如程颐
所说的， 学习 《论语》 只停留在字面上，
学之前和学了之后行动上没有体现， 没
有进步， 没有变化， 那么学了等于没学。

最后 ， 学习经典 ， 还应该互相交
流。 《学记》 说， “独学而无友， 则孤
陋而寡闻。” 缺乏学友之间的交流切磋，
必然会导致狭隘和短浅。 古今中外许多
善于读书治学并且成大器者， 大多十分
重视结交学友， 并在讨论与交流中获益
匪浅。

我们欣喜地看到， “让青少年读懂
中国” 活动已经举办到第十届了， 在社
会上取得了广泛的认同度和影响力， 热
爱传统文化的学子们， 可以借助于这个
平台大展身手。 祝愿这项活动越办越好，
越办越有影响力， 引领传统文化教育迈
上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为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 复
旦附中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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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者”到真正的“师者”

■曾德琨

今年暑假， 在杨浦区高级教师

研修会上，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吴国

平将培训内容由 “追求理解的课堂”
改为 “拥抱教师的时代”。 他说： 拥

抱教师的年代， 不在于讨论有多少

以教职为生计的人， 而在于如何拥

有师资的内在品质， 值得学生效法，
使自己从一位 “教者” 演化为一位真

正的 “师者”。
记得曾在媒体上读过一篇文章

《为 什 么 越 来 越 多 的 教 师 ‘逃 离 ’
公办学校 》。 分析原因 ， 主要是公

办 学 校 教 师 收 入 偏 低 、 工 作 压 力

大。 一些教师辞职后， 大多去了民

办学校或火爆的培训机构。
与此相对应， 现今入职一线城

市 重 点 中 学 当 教 师 的 不 乏 名 牌 大

学、 海外留学的硕士、 博士。 吴国

平教授打听到， 这些教师入职后的

薪金并不高， 他很好奇， 他们的职

业追求是什么？
古代私塾先生的形象是：“一顶

破方巾，戴上头……无柴昨霄，无米

今朝”。 孔子“好为人师”，“自行束脩

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有专家解释

为孔子要求初次见面的学生带十脡

干脯（十条干肉 ）作为学费 ，就没有

什么不教诲给他的， 这是孔子办学

的“商业模式”，但不规定人人都交一

样的学费。 像颜回、原宪很穷，孔子也

教，让有钱的学生赞助学费，这样就可

以做到“有教无类”。
教 师 不 能 饿 着 肚 皮 教 书 ， 在

有 “干 肉 ” 吃 后 ， 教 给 学 生 的 不

仅 仅 是 知 识 ， 更 重 要 的 是 要 有 影

响学生的气质和情怀 。 何为师者 ？
有些教师以穿名牌、 开豪车来显示

自己的 “厚度”， 力图洗刷寒酸气。
但这些金光闪闪的穿着， 反而会让

家长觉得不安。 不是说教师的形象

就只能是清贫， 而是怕影响孩子的

价值观。 那些竭力不被世风刮倒的

教师， 心中有 “人” 的教师， 他们

金灿灿的思想才会照亮教室里年轻

的心。
基础教育呼唤有知识、 有价值

观、 更有人文情怀的教师。 教师不

能只跟学生说 “读好书是为了考个

好学校， 以后找个好工作， 过上衣

食无忧的好日子”， 教师还是要跟学

生讲志向、 讲家国情怀。
鲍 鹏 山 在 《教 育 六 问 》 里 写

道， “教师何为” 有两点： 做教师

要有理想、 有担当， 这不仅仅是个

职业 ； 教师一定要有价值判断力 。
毛姆在 《月亮和六便士 》 里写道 ，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 生活在自己喜

爱的环境里， 淡泊宁静、 与世无争，
这难道是糟蹋自己吗？ 与此相反， 做

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 年薪一万镑，
娶一位美丽的妻子， 就是成功吗？ 我

想， 这一切取决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

活的意义， 取决于他认为对社会应尽

什么义务， 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现

下浮躁的心态让很多人看不到自己，
不知道自己要做怎样的人。 教师若也

如此， 如何担当 “树人” 重任。
现在， 有些教师只顾埋头找地

上的 “六便士 ”， 也有些教师仰望

月亮而忘了脚下的 “六便士” ———
是 为 理 想 奋 斗 还 是 为 现 实 生 活 所

困， 教师的 “苟且和远方” 需要平

衡。 事实上， 教师队伍自发进出流

动应该是个人职业方向的选择， 也

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不难发现， 现在有不少教师纠

缠于具体的知识点， 而不是学科中充

满鲜活生命力的、 有趣好玩的东西；
强调归纳考试题型， 给学生划书、 划

重点， 将 “押题” 成功视为教学技术

精湛……事实上， 教书趋于机械化，
很容易出现职业倦怠。

有人说， 职业倦怠其实是专业倦

怠， 这是真的。 教师若没有深深陶醉

于自己所教的学科， 没有被自己感

动， 怎么可能去感动别人？
梁启超曾说： 趣味最真而最长

的职业， 没有别样比得上教育。 因

此， 教师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

人。 做任何事， 刻苦的结语常常是两

个字： 及格； 兴趣的结语常常也是两

个字： 出色； 教师还应该是 “杂家”，
这样的教师需要有足够的知识、 技能

和方法， 要了解、 掌握有关科技、 文

学等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 他要具备

一两门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才能

准确、 熟练地掌握并融会贯通这方面

的知识； “一个人一贫如洗， 对别人

绝不可能慷慨解囊。 凡是不能自我发

展、 自我培养和自我教育的人， 同样

也不能发展、 培养和教育别人。”
教师要走向专业自觉， 教师本人

要估价教学内容的重要性， 清楚教学

用的材料对解决人类的什么问题有贡

献， 做一个有思想力的教师， 在课堂

上给学生留下问号， 而不是句号， 培

养学生多样化的思维， 在文化的传承

中做个合格的使者。
（作者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化

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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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传统文化知识点， 看看你掌握了多少？
1．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

A．任重而道远 B．巧言令色

C．思无邪 D．有教无类

2．“志士不饮盗泉之水，（ ）不受嗟来之食”。
A．智者 B．廉者 C．仁者 D．学者

3． 干支纪年法即把天干和地支按照顺序

不重复地搭配起来， 每年用一对干支表

示，60年一循环。1984年是甲子年，2017年

是丁酉年，2018年是（ ）年。
A．辛亥 B．丁卯 C．乙丑 D．戊戌

4．“可叹停机德， 堪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

挂，金簪雪里埋。”《红楼梦》中这段判词写

的是薛宝钗和林黛玉。“咏絮才”用了（ ）
的典故，“停机德”用了（ ）的典故。

A．蔡文姬 孟母 B．谢道韫 孟母 C．
谢道韫 乐羊子妻 D．蔡文姬 乐羊子妻

5．“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

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上半年

是六、廿一，下半年逢八、廿三。 一月两节

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 ”参照《二十四

节气歌》，12月23日左右是（ ）。
A．大寒 B．大雪 C．冬至 D．立春

6．下列与宋江相关的两个情节是（ ）
A．三顾茅庐 B．三进大观园

C．三打祝家庄 D．三碗不过冈

E．三败高太尉 F．三英战吕布

G．三入死囚牢 H．桃园三结义

7．下列文化典籍中以书房名命名的是（ ）
A．《饮冰室合集》 B．《杜工部集》
C．《临川先生文集》 D．《稼轩长短句》

8．武 侠 小 说 《射 雕 英 雄 传 》的 作 者 原 名

是 （ ）
A．金庸 B．古龙 C．曲波 D．查良镛

9 ． “刚 直 不 阿 ，留 得 正 气 冲 霄 汉 ；幽 愁

发 愤 ，著 成 信 史 照 尘 寰 ”这 副 对 联 写 的

是 （ ）
A．蒲松龄 B．司马迁

C．吴敬梓 D．曹雪芹

10．下列诗句与季节不一致的是（ ）
A．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夏）
B．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夏）
C．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春）
D．凭栏袖拂杨花雪（春）

11．唐三彩的入窑温度是（ ）
A．200°C B．400°C
C．600°C D．800°C

12.青铜器的用途有哪些（ ）
A．酒器 B．食器

C．乐器 D．兵器 E．水器

13．京剧是我国的“国粹”，哪一年才有了正

式的“京剧”（当时称为“平剧”）称谓的（ ）
A．1920 B．1919 C．1930 D．1936

14．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是（ ）万里

长城、埃及金字塔、印度佛加大佛塔。
A．都江堰 B．赵州桥

C．京杭大运河 D．敦煌莫高窟

15．《本 草 纲 目 》于 明 朝 （ ）年 间 流 传 到

日本。
A．洪武 B．永乐 C．万历 D．天启

16．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 ）
A．魏 源 B．林则徐

C．龚自珍 D．严 复

17．《几何原本》的译者是（ ）
A．李之藻 B．李天经

C．徐光启 D．龙华民

18．福建船政的创办者是（ ）
A．左宗棠 B．严 复 C．沈葆桢 D．李

鸿章

19．我国古代的造船业在（ ）代达到高峰？
A．唐代 B．宋代 C．元代 D．明代

20．我国古代名医华佗为谁所杀（ ）
A．袁绍 B．刘备 C．曹操 D．孙权

21.以下各项中造字方法全部属于会意的

一组（ ）
A．春、鲁、登 B．礼、宝、人
C. 采、宝、人 D．林、黛、玉

22. 以下各项所列举的字体按年代前后

排列正确的是（ ）
A．籒 文 甲骨文 小 篆

B．小 篆 石鼓文 汉 隶

C．甲骨文 小 篆 籒 文

D．籒 文 小 篆 汉 隶

23.下面一组中，称谓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令堂指的是自己的母亲，令尊指的

是自己的父亲。
B．堂兄弟指的是父亲的兄弟的儿子，

表兄弟指的是母亲兄弟的儿子。
C．令郎是对对方儿子的尊称，令嫒是

对对方女儿的尊称。
D．内子是对自己妻子的称呼，外子是

对自己丈夫的称呼。

24．中国有丰富的神话故事 ，指出判断错

误的一项（ ）
A．“河图洛书” 是华夏文化的源头，

《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

之。 ”这个圣人指的是周公。
B．“黄帝战蚩尤” 的故事出自中国上

古奇书《山海经》。
C．“羿射九日 ”的故事 ，赞扬了后羿

为民除害的英勇行为 ，出自汉·刘安 《淮

南子》。
D．“混沌凿窍”的故事，出自《庄子》。

25．以下历史人物不属于孔子的弟子 “十

哲”的是（ ）
A．子路、子贡 B．颜回、闵子骞

C．子路、冉求 D．曾参、子夏

26．以下各篇不属于《庄子·内篇》的是（ ）
A．《逍遥游》 B．《养生主》
C．《人间世》 D．《列御寇》

27．以下条目中，判断正确的是（ ）
A．《传灯录》是唐代禅宗时代著作，意

思是以法传人，如灯火相传，辗转不绝。
B．《传习录》 是明代王阳明的一部哲

学著作，它的基本理念是“至善是心之本

体”“心外无物”。
C ．《黄 帝 内 经 》是 中 国 最 早 的 医 学

典 籍 ，传 统 医 学 四 大 经 典 著 作 之 一 ，其

余 三 者 为 《难 经 》《伤 寒 杂 病 论 》 《本 草

纲 目 》。
D．《道德经》一部道家的经典，是战国

时期老子的哲学作品。

28．《前赤壁赋》中“徘徊于斗牛之间”的方

位位于（ ）
A．东方 B．南方 C．西方 D．北方

29．“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

电，应作如是观。”这句名言出自哪一本佛

教经典（ ）
A．《金刚经》 B．《地藏经》
C．《华严经》 D．《楞严经》

30．对以下音乐和诗歌知识判断错误的一

项（ ）
A．“风雅颂赋比兴”，起源于《诗经》，

合称“六义”。
B．工 尺 ，我 国 民 族 音 乐 音 阶 上 各 个

音的总称， 也是乐谱上各个记音符号的

总称。
C．编钟是中国古代大型打击乐器，编

钟兴起于战国，盛于秦汉。
D．“宫商角徵羽” 是古代对音乐五阶

的称呼，读作gōng shāng jué zhǐ yǔ。

31．“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出
自李商隐《锦瑟》这首诗的（ ）

A．首联 B．颈联 C．颔联 D．尾联

32．1895年在干支纪年法上属于（ ）
A．甲午年 B．辛亥年

C．乙未年 D．戊戌年

33．以下著作中不属于前四史的是（ ）
A．《春秋》 B．《史记》
C．《汉书》 D．《三国志》

34．以下各项中对三国人物判断错误的一

项是（ ）
A．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亲射虎，看

孙郎”句中的“孙郎”指的是孙权。
B．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雄姿英

发，羽扇纶巾”句中写的是诸葛亮。
C． 辛弃疾 《南乡子》“生子当如孙仲

谋”句“孙仲谋”指的是孙权。
D．阿鲁威《蟾宫曲》“有酾酒临江，横

槊曹公”句写的是曹操。

35．以下判断正确的是（ ）
A．李白生于公元701年

B．杜甫生于公元712年

C．陶渊明生于公元427年

D．苏轼生于公元1101年

36．被誉为“散曲之祖”的是（ ）
A．关汉卿 B．白朴

C．马致远 D．张养浩

37 ．提 出 “心 斋 ” “坐 忘 ”说 的 先 秦 诸 子

是 （ ）
A．老子 B．庄子 C．孔子 D．孟子

38．以下作品不属于苏轼黄州时期的词作

是（ ）
A．《念奴娇·大江东去》

B．《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C．《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D．《行香子·述怀》

39．以下不属于关汉卿的作品是（ ）
A．《窦娥冤》 B．《拜月亭》
C．《单刀会》 D．《桃花扇》

40.《史记》 中以下人物的传记中不属于

“列传”的是（ ）
A．管仲 B．孔子 C．老子 D．廉颇

41．推敲下面的句子，选择正确的一项（ ）
A．古代建筑中，堂是指正厅，房指的

是左右两边的屋子，而室往往是指堂后面

的屋子。
B．古代民间建筑中,有很多砖雕木雕，

比如五子登科、马上封侯、玉堂富贵、招财

进宝都反映了人们对功名的追求。
C．“栋梁” 这个词， 栋是指竖着的柱

子；梁指的是横着的圆木。
D．有一个词叫基础，基指的是造房子

的地基，础指的是门前的石头。

42．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最推重先秦百家

中的（ ）
A．儒家 B．道家 C．法家 D．墨家

43．不属于现代新儒家的现当代学者是（ ）
A．牟宗三 B．徐复观

C．唐君毅 D．胡适

44．被誉为“群经之首”的经典是（ ）
A．《周易》 B．《论语》
C．《诗经》 D．《尚书》

45．在《论语》中提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

则学”的是（ ）
A．子夏 B．子游 C．曾子 D．颜回

46．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近代教

育家是（ ）
A．陶行知 B．蔡元培

C．徐特立 D．蒋梦麟

47．清华大学校训“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

息”，这句话出自《周易》的（ ）
A．泰卦 B．大过卦 C．坤卦 D．乾卦

48． 以下各项中所列举的人物全部属于

“金陵十二钗”的一项是（ ）
A．元春、王熙凤、巧姐

B．迎春、秦可卿、香菱

C．探春、薛宝钗、袭人

D．惜春、林黛玉、李纹

49．以下书法家不属于宋四家的是（ ）
A．苏轼 B．曾巩 C．黄庭坚 D．米芾

50．被司马迁誉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
的历史人物是 （ ）

A．孔子 B．孟子 C．老子 D． 庄子

用金灿灿的思想照亮教室里年轻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