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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式教学”以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为基本宗旨与依归。在教学材料选择方面，注重基本元素与精神写
意。在教学材料组织方面，注重 “经史子集”互证，在教学实施方面注重德育、美育并化美育于德育之中。在教
学风格方面，醇和雅正，全息开放，体现浓厚的社会现实关怀与人生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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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中华民族之崛起、传统思潮之涌动，国学经典
教育渐深 融 入 到 青 少 年 的 课 程 体 系 中。早 在２００９年，
我们于武汉市青少年宫进行经典教育 “主题式教学”研
究实践，这是经典教育和 “文学写作与青少年文学社团
社会实践活动”相互交叉的研究中曾被深入探讨过的课
题。到２０１２年，课 题 研 究 继 续 指 导 实 践。在 新 的 历 史
时期，教学实践 将 走 向 纵 深，为 了 总 结 与 进 一 步 研 究，
在此我们和大家交流心得。

一、从 “减 负”走 向 “心 灵 解 放”———校 外 教 育
使命

目前，学校 教 育 讲 “减 负”，映 射 到 广 大 少 年 儿 童
的校外生活，我们呼吁：要从减负走向心灵的解放。校
外教育，当然不可以给少儿带上镣铐。它肩负着应有的
使命，更是教育变革时代的使命———帮助孩子们的心灵
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校外教育尤其要秉持 “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允 许 学 生 做 校 内 不 能 充 分 拓 展 之
能事，成为 素 质 教 育 的 坚 实 阵 地 和 校 内 教 育 的 有 益
补充。

“减负”解放的是孩子们的时间，把他们从重复性、
机械性的作业中解放 出 来，进 行 创 造 性 的 阅 读 和 诵 读。
《庄子》言 “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要
引领他们到自由浩瀚的海洋中去！我们的方案是立体全
息的 “主题教学”，建立一个完整的操作序列。一方面，
经典教育为人文实践积淀厚度；另一方面，固步自封的
传统经典教育困境可以在此序列中得到完美的解决。

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少儿的接受能力极强，在信息与传媒时代，一定要

选择最有质量、最有价值的经典材料，并且按照主题进
行组合。在组合中，经史子集兼备，有时也选取现代气
息浓厚的案例或中外对比的素材进行启思。我们将所有
主题材料进行组织，并有匠心神运的剪裁，在结构中演
进、深化主题意涵且具结构张力。每组主题材料中，核
心的材料必是出发于中华传统元典。如此本立道生，源
深流长。这样的经典教育既醇和雅正，又具备开放格局
与时代气息。

蔡元培先生主张文史哲分科，是适应现代大学学科
发展而提出的。但其理念并非是学识的分割。国学文化
的滋养，正是文史哲全面打通，造就文才、史观、哲思
兼具一体的人才。

“求木之 长 者，必 固 其 根 本。求 水 之 长 者，必 浚 其
泉源。”生命的启蒙与升华，首要在于心灵世界之丰富，
文化视野之 宽 广， “撑 一 支 长 蒿，向 青 草 更 青 处 漫 溯”
溯源而上，亲近经典。生命的思索与浑厚的古典文化相

互贴切，完美融合，交织着美好的生命图景，在不断演
进，演进，这是个体生命的升华，也是时代的进步。

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在主题单元中，我们讲求 “四部互鉴、理情兼通”。

“四部互鉴”即以 “经”立足中轴，以 “史”充分实证，
以 “子”扩 展 思 辩，以 “集”依 托 情 感。绝 非 简 单 罗
列，更非成篇累牍。“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匠心
神运去演进我们的主旨：人文关怀、人生启发，因而做
到 “理情兼通”。我们将投射 深 厚 的 社 会 现 实 关 怀 与 人
生关怀 于 其 中，这 是 主 题 教 学 的 灵 魂。每 一 个 主 题 因
“抽绎元素，精神写意”的主张而鲜活起来。

四、晴天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蔡元培主张 “寓伦 理 教 育 于 美 育 之 中”。在 经 典 教

学中，“美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成熟的文学作品中
有深刻广大的生活 万 象 与 生 命 智 慧，是 人 性 的 广 角 镜。
如果说文 学 是 语 言 文 字 之 精 品，那 么 诗 歌 是 其 中 的 神
品。如果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诗歌当位于艺术金
字塔之顶尖。如果不 能 培 养 出 学 生 对 语 言 美 感 的 敏 感，
就无法在语言学习与人文生活中登堂入室。中国是诗歌
的国度，一个真正获得诗心、诗意、诗品的人，必定会
有博雅的胸襟与深厚的人文情怀。

五、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经典教育注重美之熏陶与智之启迪，因而终要落实

到 “行”之中。
设计具体单元时，我们从通识角度概括中华元典精

神，在当下的时代人心与青年生活中寻下手处，与古代
经典对话———涵咏、思辩、升华；与现实社会对话———
开眼看世界；与现实人生对话———观照个人生涯；最后
在主题教学开放的人文实践中运化人生、重新放飞新的
生命。从内 到 外，由 近 及 远。从 生 活 出 发 又 回 归 生 活。
在这由出发到返回的路程中，带领学生在主题引导下饱
览精粹 而 博 大 的 “生 活 万 象”，如 同 大 冶 洪 炉，淬 炼
新生。

我们的主题教学，如同一棵参天大树，能深深扎根
于经典教育的沃土，深呼吸于广阔的社会实践。打通古
今，精泛并举，广征博引，注重实践，读写结合，自由
发散，却以主题的红 线 牵 引，在 全 息 的 对 话 与 交 融 中，
让生命走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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