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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童年哲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体系研究

——以《杨氏之子》为例 
张砚妮 

（济南市经五路小学  山东省济南市  250002） 

摘要：我国研究儿童哲学已经三十多年，一直专注于进行儿童哲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但是儿童哲学并未真正在中国教育的
大地上成长。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是发展儿童哲思的有效路径，本论文以《杨氏之子》为例，从思维本位的目标定位；学科
教学与传统文化交融的内容设计；探讨为主的组织策略；真实情境助力学生主动思考等四个方面展开实践，以期探究指向童年哲思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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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童年哲思是培养勤于思考、善于表达人才的需要，也

是新课标的要求。《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语文
四大核心素养，其中“思维能力”是四大核心素养之一。由此
可见，语文学科除了要培养学生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还需要
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自 18 世纪开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普曼就提出了“儿童哲学探究计划”，
这是一门以哲学为手段，通过哲学来发展学生逻辑思维、批判
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理论。这与我国新课标提出的发展
学生思维能力不谋而合。 

一、探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下儿童哲学课程之肇始 
（一）儿童哲学课程本土化的可行性 
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学界积极引进并探究儿童

哲学，同时很多地区已经开始推广儿童哲学教育。但是我国在
儿童哲学教育实践中，并未明确将儿童哲学教育与我国本土文
化环境进行有机融合。研究儿童哲学，就要将儿童哲学放在中
国文化环境中，进一步充实本土化儿童哲学内涵，为探究我国
特色儿童哲学课程奠定理论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
对儿童哲学教育课程本土化的实践进行深刻探索，探究出具有
我国特色哲学韵味，能够植根于我国文化土壤的儿童哲学课程。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可开发性 
在我国哲学发展的历程中，出现了不少富有哲理思辨的小

故事如杨氏之子、两小儿辩日、庄周梦蝶、司马光砸缸、拔苗
助长等。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国传统哲学智慧，
为儿童哲学课程资源开发提供较为明确的方向，有利于丰富和
发展儿童哲学教育的理论体系，也为儿童哲学课程资源库的建
设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三）创新型人才思维能力早期培养的必要性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提出要培养学生的思维

能力。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要培养其联想想象、分析比较、归
纳判断等认知表现，激发其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等，使学生的思维既具有敏捷性又具有深刻性。通过具有哲学
韵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哲学思维能力。促进学生
思维水平的提高，增强学生思维的深度，提升对问题认识理解
的整体性，培养学生预测和探究问题的前瞻性，促进创新性人
才思维能力的早期培养。 

二、筑构：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儿童哲学教学理论蓝
图 

（一）思维本位的目标定位 
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是儿童哲学课

程的目标定位。“思维能力”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培养起
来的认知能力，包括比较分析、归纳判断、联想想象等。《义务
教育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语文四大核心素养，其中“思
维能力”是四大核心素养之一。由此可见，语文学科除了要培
养学生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还需要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提
升学生的思维品质。 

哲学作为思维方式和范畴体系，本身就肩负着培养人类思
维能力和思维品质的功能。哲学可以培养人们思维上的深刻性，
认识和理解上的整体性，探究和预测上的前瞻性。1 因此，我们
在进行儿童哲学课程研究的过程中，将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作为教学目标。 

（一）学科教学与传统文化交融的内容设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精神底色。将儿童哲学课程与语文课、道德与法治课和班队
会课的教学时间相结合，并在教学中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浸润，有利于培养学生学科素养，同时也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 

在新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大量的古诗词、文言文、名人
名言和俗语等，这些都是精挑细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讲
授语文课时，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将语文学科教学与儿童哲学课
程有机融合，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深挖和拓展，旨在培
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深刻性，同时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提
升学生的思维品质。 

（二）探讨为主的组织策略 
李普曼在著作《教室里的哲学》中表示：“在对话中，漫不

经心的推理会受到批评指责，不能蒙混过关。而且讨论能够使
参与者养成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他人讲话的习惯，这种批判的眼
光又会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思维。”2 因此，以对话、交流、探
讨是进行儿童哲学课程最合适的组织策略。 

（三）真实情境助力学生主动思考 
李普曼教授曾在《教室里的哲学》中提到：“信息可以传递，

理论可以灌输，情感可以分享——但事物的意义只能被发现。
一个人不能把意义‘给予’另一个人。”3 如果儿童不知道自己
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有何意义，他会对所学的知识、所面对的生
活产生困惑和无意义感。 

这一理论与现在我们所倡导的情境教学有相通之处，因此
在进行《杨氏之子》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借助学校举办的学子
讲堂“妙语展风采，故事启慧心”来邀请大家来讲述智慧小故
事。 

一、践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儿童哲学课程的知行
路 

（一）和谐课堂氛围 鼓励学生敢于表达 
“课堂是师生共同体验生命历程的场所”4 和谐民主的课堂

氛围，是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保障。相互尊重、和谐共生的课
堂，有助于学生积极思考、大胆发言。 

课前交流 拉近师生距离 
师：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知道我是

谁吗？这里有一段关于我的介绍：“吾乃张氏之女，名砚妮，济
南人，二十有八。”你发现了关于我的哪些信息呢？ 

生：老师的姓名、年龄和籍贯 
师：你读懂啦，大家可以称呼我为——张老师。是不是很

有意思呀？那你能模仿老师的样子，用文言来介绍一下自己？
自己先试试。 

生：自由交流 
师：同学们真厉害，用文言做了自我介绍，大家的自信与

学识让老师刮目相看。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学习之旅吧。请
同学们做好上课的准备。 

在儿童哲学课程《杨氏之子》的课堂教学中。笔者用一段
文言文式的自我介绍，让孩子们一下就走进了杨氏之子的故事。
同时，教师与学生用文言文自我介绍的方式，使教学内容与学
生自身情况结合起来，不仅让学生得以身临其境，而且启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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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思维的灵活性与创造性。 
（二）围绕核心问题 引导重点思考交流 
在文言文《杨氏之子》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探究杨氏子“甚

聪惠”是如何体现的，探究过程是十分有必要且具有逻辑性和
思辨性的。因此，在课堂中，我们就围绕“甚聪惠”引导学生
思辨，深入探究“甚聪惠”背后的三层逻辑，培养学生的思辨
能力。 

围绕“甚聪惠” 引发思辨 
师：解决了字词，读通了句子，那杨氏子和孔君平之间到

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呀？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说一说？ 
生：交流 
师：听了你的讲解，杨氏子可真厉害啊，那文中是怎样评

价他的呢？ 
【出示；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板贴：甚聪慧】 
师：课前，大家都进行了预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出

示：甚聪惠变红】【出示：古代汉语词典解释】 
生：交流 
师：【出示：秦惠王、魏惠王】在古代，什么人才能被称为

“惠”呀？自己读一读，你有什么发现？ 
师：再来看看这句话，你有什么疑问吗？ 
生：那年仅九岁的孩子，为什么会被大家说是“甚聪慧”

呢？就让我们到课文中找答案吧。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标画出
能体现杨氏子甚聪慧的句子，并说明理由，同桌直接交流。 

【预设 1】“儿应声答曰” 
师引导：咦？为什么呀？（生：随声说） 
师引导：话没说完就回击了，说明杨氏子反应快，答得很

快。那我们也来演一演吧！【出示：对话】我是孔君平，谁是杨
氏子？此是君家果（生：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师：应声答？听到声音立即做出回答。谁想再来试一试？
你看孔君平话音未落，杨氏子就脱口而出，可真是“甚聪惠”
呀！ 

【预设 2】“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层次① 
师：说说你的理由？ 
生：因为杨世子不仅听懂了孔君平的话，知道他在用姓氏

杨做文章，还想到了同样用姓氏孔，以孔雀来回应。 
师：看来，杨氏子听懂了孔君平的话。 
层次② 
师：比较着孔君平的话，和杨氏子的回答，来读一读，有

什么发现？【出示：孔君平和杨氏子两句话】对比着来看看？ 
【出示：此（杨梅）是 君  家  果 
孔雀  是 夫子 家  禽】 
师：孔君平拿杨梅与我的姓氏做文章，那我也拿孔雀和孔

君平的姓氏做文章！用相同的句式、相同的角度，回击了他—
—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回答真妙啊！ 

层次③ 
师：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出示：两组对比】 
生：交流 
师：这样就回击了孔君平，那为什么还要加上“未闻”呢？

知道“未闻”是什么意思吗？ 
生：请两组同学对比读一读，其他同学仔细听，说说你有

什么感受？【ppt：出示两句对比】 
生：语气有礼貌，没有直接回击，而是委婉地回答。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孔君平是谁吗？【出示：孔君平的

背景资料】【出示：未闻句子】 
师：现在，你明白杨氏子没有直接回击的原因了吧？ 
生：面对大人尊敬 
师：【贴】借助资料，我们就进一步理解了在短短一句话的

回应中，杨氏子的考量。 
师：现在用一个词来夸夸他，你想用哪个词？ 
生：“甚聪惠”带着你的理解来读读这句话。【出示：梁国

杨氏子九岁，甚聪慧。】 
【预设 3】“为设果，果有杨梅” 
师：说说理由？ 
生：给客人准备水果。 
师：是啊，小小年纪就能主动地招呼客人，多懂事儿呀，

真是个聪慧的孩子啊。 
师：他虽年幼，但他的回答却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有

礼有节，无懈可击，他可真是——“甚聪惠。” 
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学生基本能够从“儿应声答曰”；“未

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为设果，果有杨梅”三个方面感受杨氏
子的聪敏、智慧和有礼有节。而在学生积极探讨杨氏子“甚聪
惠”的过程中，笔者除了鼓励引导学生外，还及时补充孔君平
的人物资料，再次助力主题的深度提升。如果只是杨氏子的聪
慧体现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这充其量只是反应迅
速，而“有礼有节，以和为贵”，才是“聪惠”的更高境界，这
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的情商的体现。 

笔者适时地补充孔君平的资料，意在引导学生发现感受杨
氏子不仅也能用姓氏做文章来进行反击，与之同时，对于孔君
平作为长者的身份是深有芥蒂的，不是没大没小的驳斥，而是
“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的应答，人物资料的补充直接简练，
让学生立刻明白——杨氏子“甚聪惠”的深层含义。 

（三）深挖《世说新语》对比阅读启迪思维 
师：其实，《世说新语·言语》中有很多这样有趣的小故事，

书中为我们记载了很多杨氏子一样才情出众的智慧少年。这里
就有一篇类似的故事。【出示：孔文举《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文言文小故事】 

师：①请同学们自己读一读，谁来说说意思？②请同学们
拿出任务单，小组合作着完成任务单上的内容。③哪个小组先
起来交流分享？④ 无论是甚聪慧的杨氏子，还是机智过人的孔
文举，这些风趣幽默的语言，都是智慧的闪现啊。 

师：像这样，风趣幽默又饱含智慧的文言文故事还有很多
呢，课下，请同学们留心积累，希望你在学子讲堂上一展风采。 

 《杨氏之子》 《小时了了》 
人物   
年龄   
妙语   

妙在何处  
在这节课的尾声继续深入挖掘《世说新语》中富有哲学韵

味、妙闻妙答的有趣文言小故事，并且利用学习单对两个故事
进行对比阅读，启发学生的对比思维，以“妙语是什么？妙在
何处？”为比较着力点，感受风趣幽默的语言魅力，感受文言
文这种言语寡而精炼、犀利的炼字特点。 

回望儿童哲学研究的 30 年历程，我们从最初的理论学习、
套用李普曼教授的教材，到打破思路结合本土教学特色和文化
背景，逐步开展课程模式、教学内容、教学环节的探索，并逐
步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教学实践成果。儿童哲学课程是逐渐走
向成熟的，也为学生素养提升和教师专业能力发展指明了方向。
但是，综合来看儿童哲学在我国的发展与研究，无论是在理论
研究还是教学实践探索上，都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笔者作为
一线语文教师，希望在实践层面，积极开发出新颖、实用、适
合中国儿童学情的教学体系。 

本论文为济南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教师专项课题“指
向童年哲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体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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