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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诸多挑战，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呈现出教育形式僵化、

教育手法单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等诸多问题，亟待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层面有所突破。而《三

字经》是我国古代启蒙教育的经典著作，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在德育教育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

价值。研究《三字经》在教育形式、教育方法、教育环境以及理论与实践统一等多方面的经验，使其

在当今的青少年道德教育实践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将会推进我国青少年道德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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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外思想文化交流不断加强，东西方文化碰撞不断加剧。文化多

元化和价值多元性的震荡冲击了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一些青少年对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界限产生

了疑惑，丧失了道德价值与信念，处于信仰、理想、价值感缺失的状态。而我国当前在对青少年的价值导

向和教育方式方法上出现了偏差，忽视青少年的道德养成教育，且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对青少年的道德

教育存在严重脱节现象，致使教育效果不佳。《三字经》是我国古代启蒙教育的经典著作，蕴含着丰富

的德育思想，包括丰富的道德追求、道德认识和道德规范，具有道德教育的重要功能。研究《三字经》的

德育方法，探讨《三字经》的德育方法对当代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启示，能够推动新时期青少年德育工作

的进一步开展。

一、借鉴言语传授的形式，倡导灌输的德育方法

《三字经》的语言形式，独具特色。全文皆为三字句，在句式的组合变化上，灵活多变，活泼自然。

全篇或四句一韵，或六句、八句一韵，读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十分悦耳动听。如“人之初，性本善。性

相近，习相远”，其中“善”、“远”押上声韵。又如“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其中“迁”、“专”押

平声韵。韵脚变化多样，读起来具有传统诗歌的音乐美感。同时，前后连贯，互相关联，衔接自然。段与

段之间不仅有内容上的关联，还用数字进行了连接，过渡自然巧妙。如从三才者、三纲者到此四时、此四

方，到此五行、此五常，再到此六谷、此六畜，到七情具、乃八音，最后到乃九族，此十义［1］。此外，语言通

俗，亲切自然，言简义长，且注意从儿童熟知、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事物入手，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

如“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义”，这些句子说得多，在日常生活也听得多，接触的机会多，对儿童很

有影响力。又如“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所举事例，也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三字经》

的语言形式符合儿童的心理认知特点和认知规律，易于儿童朗读、理解和记忆，十分适合儿童，儿童幼年

诵读这些书籍，能够明白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在当今的青少年道德教育中，我们要借鉴言语传授的形式，积极倡导灌输的德育方法。这里所说的

灌输，并不是指传统的那种以灌输主体为中心的单向强制性灌输，而是以灌输客体为中心，突出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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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体地位的双向互动灌输。传统的道德灌输往往脱离受教育者的生活实践，忽视其主体精神活动在

道德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不管其是否能够接受，把受教育者完全置于被动的、无条件服从的地位，因而也

就不可能达到培养受教育者道德需要的目的和效果，而只能造成受教育者虚假的道德需要，如口头上追

求理想，实际上却崇尚实惠。因此，对灌输的理解不能简单化、狭义化，在使用上也不能绝对化、片面化。
教育者只有注重受教育者的接受机制并与之有机结合，才能够使外在的道德灌输获得内在的心理基础。

教育者必须要考虑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考虑受教育者的需要和心理，考虑受教育者的道德能力，考虑

受教育者的结构和条件，大胆借鉴古代通俗易懂的言语传授教育形式，充分利用汉语言词汇丰富变化的

特点，发挥传统文化的教化性和感染性，循循善诱、潜移默化、富有情感地开展德育工作。学会使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向受教育者传授知识、讲授道理，对其进行正面教育和积极引导，重在启发自觉，充分调动受

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使社会的道德要求为其所认识与理解、吸纳与接受。

二、借鉴文以载道的形式，提倡道德教育

《三字经》作为古代启蒙经典著作蕴含着完整的道德体系，是古代对儿童进行社会伦理纲常和道德

规范教育的重要资源，在对儿童的人格教化和道德养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三纲者，君臣义，父

子亲，夫妇顺”，君臣义即君臣之间要有一种道义，要有彼此恰当和合适的关系，父子亲即父子之间要亲

爱，夫妇顺即夫妇之间要和顺，它倡导的是一种爱，一种关切，一种道义，倡导温馨和谐的君臣关系、父子

关系和夫妻关系，而不是绝对的单向控制和服从。又如“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

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介绍了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君臣之间十种恰当、正当的交往方

式，即父慈、子孝、夫和、妇从、兄友、弟恭、朋谊、友信、君敬、臣忠等十种美德，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应该遵

从的行为准则。《三字经》中要求儿童阅读的书籍也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和道德价值，“为学者，必有

初，小学终，至四书”，孩子们读完“小学”，就可以读“四书”了，“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
《中庸》，“四书”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甚至可以说，“四书”塑造了

传统中国人的精神［2］。“如六经，始可读，诗书易，礼春秋”，在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古代中国，六经中也

蕴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可以说，《三字经》要求儿童通过阅读古代圣贤的著作，来了解圣贤立身

处事的道理。

在当今的青少年道德教育中，我们要积极提倡道德教育。因为它是青少年认识社会的一种工具，它

有其社会的价值，是教育的根本。一切学科的教学都应该被看做道德目的，各科教材都有道德的价值，

都是道德教育的资源，要使各种知识题材与道德的发展保持密切和有机的联系。道德教育使青少年具

备了实际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这种教育就具有社会性，就具有积极的伦理上的意义。教育者在教育过

程中的责任，或者教育者的育人，最本质地体现在通过创造性的和勤奋的工作，促使青少年通过学习，不

仅记住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形成可以自由运用知识的能力，形成在社会中创造性实践和促进社会发展

的能力。这种育人，才是更真实的育人，才是真正的教书育人。

三、借鉴情感引导的形式，提倡道德情感教育法

情感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是人对待客观事物的态度和体验。情感教育就是在教育实践中将一

些抽象的、死板的观点和理论，通过教育者的讲解，将教育内容形象化、直观化、具体化、系统化，由此对

受教育者进行熏陶感染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达到教育目的。《三字经》运用情感引导法进行教育，

有其独特的魅力，使教育过程既成为传授知识的过程，又成为双方情感交流的过程。“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是调动受教育者情感的重要手段，如“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用浅显易懂的话语告诉

孩子们岁月蹉跎，小的时候不学习，等到两鬓斑白时，再后悔也没用了，形象地激发孩子的情感，孩子能

很真切地感受到教育者的谆谆教导之情。又如“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以动物作比喻，这些

小动物都在尽自己的本分，靠自己的能力来体现自身的价值，同时，也为他人做贡献，提供服务，学习难

道不也是有这样的意义吗? 这就使儿童形象地感受到学习的意义，在富有感情色彩的氛围中理解了学

习的重要性。诗、乐等艺术形式也是进行情感教育的基本形式，具有化情移性的作用，而《三字经》对此

十分重视，指出“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

在当今的青少年道德教育中，我们要积极提倡道德情感教育法。马克思指出，人不仅用思维，而且

用全部情感向自己证明对象世界［3］。列宁也认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

追求。［4］情感因素在人的态度形成中有时会占据主导地位，且难以改变。而人的行动是受态度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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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行为往往产生于正确的态度之下。因此，教育者应树立情感教育观念，对青少年进行情感教育，

使青少年懂得情感变化的一般规律，并能认识自身的情感变化特点，适当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感。在对

青少年进行情感教育中，教育者还要尊重青少年的主体地位，重视与青少年的情感交流，善于通过情感

这一媒介，实现双方的情感沟通。良好的情感沟通能够有效地强化教育活动，使得受教育者更易接受教

育者所传授的道理，这就是以情促知，知情交融。教育者要善于挖掘生活中的情感教育素材，善于选择

情感教育的时机，引导青少年进行积极的情感体验，并启发青少年将这种积极的情感体验参与和注入教

育的各个环节中去，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接受。例如，教育者可以带青少年到大自然中去，让其感受大自

然的奇妙，使其学会爱护环境等。教育者要善于创设情感氛围，进行适当的情感引导，使青少年去体验

他人的生活，体验他人曾承受的巨大不幸，或者体验他人取得胜利的喜悦，唤起青少年的热情，激发青少

年的道德情操，使青少年从中受到感染，从而自觉地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情感观。教

育者还应善于借用诗、乐等艺术形式进行教育，陶冶青少年的道德情操，培养青少年的美感，使其潜能得

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四、借鉴榜样示范的形式，倡导德育教育法

《三字经》中用“黄香温席”的事例，为人们提出了孝顺的榜样。“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

执”，东汉黄香对父亲非常孝顺，炎炎夏日用扇子为父亲将席子和枕头扇凉，寒冬腊月用自己的体温去

温暖被子和枕头，让父亲能够安寝。古人用黄香的例子教育人们要孝敬父母，以尽为人子之道。“融四

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三字经》又用“孔融让梨”的故事教育人们从小就要懂得尊重兄长，关爱

兄弟，懂得谦让和友爱。窦燕山和孟母则是《三字经》自身示范的典型范例。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

其行。”( 《论语·宪问》)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 《三字经》中用

“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来说明这个道理。窦燕山待人处事都合乎义理，并且乐于帮助他人，

他用自己的行为来教导儿子，后来他的五个儿子都成为有用的人。孟母的“子不学，断机杼”则是以割

散快织好的布来教导孟子学习不能半途而废，她用生活中的事例生动地说明学习如织布一样需要持之

以恒，这种教导更具很强的实效。
在当今的青少年道德教育中，我们要积极提倡榜样教育法。一方面，应树立楷模，以榜样的力量进

行启发、引导。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的言行往往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能给受教育者带来

强烈的震动和很大的影响。介绍宣传古今中外的历史名人、当代社会的杰出人物的成长过程与高尚思

想道德，以他们的业绩、思想、人格去教育和熏陶青少年，为他们确立崇高的修身典范。另一方面，教育

者应自身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5］。身教的最大优点是直观性强、感召力大。在家庭中，孩子总是先

通过父母的言行来观察和认识社会的，父母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他们待人接物的态度，往往给子女留

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说，父母的言行对子女起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所以，父母要培养子女

健全的品格，自己首先应具有良好的品格，在对待工作和生活、对待他人和社会的态度方面，在日常言谈

举止、待人接物和为人处世的种种活动中，要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注重自己的言行。特别要从日常生

活中的点滴做起。例如，孝敬老人、关心家人、诚实守信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父母应该首先做到并给

子女进行现身说法。同时注意不要娇纵子女，应教育和带动子女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在学

校中，教育者如果能够说到做到，言行一致，能够把抽象的道德理论变为自己的实际行动，说服力就更

强，常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教育者应以身垂范，以身作则，凡是要求受教育者做到的事情，自

己必须首先做到，一言一行都要成为受教育者学习的表率。

五、借鉴实践锻炼的形式，提倡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三字经》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特别注意教育青少年身体力行，重视青少年道德行为的训练和道德

习惯的培养。学校中道德教育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知识和行为的关系。道德认识的特性在于它表现

在人的理智行动之中，如果脱离人的理智行为实质上就不能称为真正的道德认识。道德认识与道德情

感必须要通过道德主体的实践活动来展现，如“性相近，习相远”，其中“习相远”是指道德实践的作用。
“习”，即实际的锻炼，实际的道德活动，它使人相近的人性相“远”了，也就是有了善恶的区别。在这里，

隐含了对人的德性修养和理想人格塑造的肯定性预期，即通过实际的修养锤炼，能够促进人的知识和道

德品质的改变。“尔幼学，当效之”，强调孩子们应从小努力，以历史人物( 祖莹、李泌) 为典范，好好地学

习效仿。又如“幼而学，壮而行”，认为幼年的时候应该努力学习，壮年的时候则应该积极地进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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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青少年道德教育中，我们要积极提倡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道德理论并不是孤立的，它

的意义在于诉诸理智的行动。行为是一个人思想品德的外在表现和综合反映，是衡量青少年思想觉悟

高低、道德品质优劣的重要标志。因此，在道德教育中，并不能一味地传授道德规范和原则，要重视人的

行为习惯在道德生活的地位。在教育者的指导下，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实践活动，训练和培养青

少年的优良品德和行为习惯，使道德观念见效于个体的具体行为之中，促进青少年的道德认识向道德行

为转化。针对不同对象、不同情况选择适当的形式和方法，精心组织和计划，力求围绕道德教育的目的

进行，同时，教育者应与青少年一起参加活动，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加以指导。此外，稳定的道德品质是由

长期的道德行为所铸成。因此，教育者要重视青少年行为的习惯性，重视其行为积累，要求青少年“勿

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一点一滴地积累善的行为，在长期的实践锻炼中逐步形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也就是说，青少年必须做到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在实践中磨炼意志、砥砺品格，在实践中

不断检查自己、陶冶自己，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塑造自己崭新的道德形象。

六、借鉴环境影响的形式，营造良好的德育环境

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良好的环境是孩子形成正确思想和优秀人格的基础。
《三字经》十分重视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指出人的本性本来差距不大，但是受到后天环境的

影响，受到各种各样外部环境的熏染，差距就越来越大。古人非常重视人成长的教育环境，认为“近朱

者赤，近墨者黑”，如果后天环境不好，没有人教育，善良的天性就会受到污染。“孟母三迁”也是《三字

经》环境影响法的典型范例。“昔孟母，择邻处”讲的是孟母择邻教子、三次迁居，第一次搬到墓地旁，第

二次搬到市集附近，第三次选择在学校附近居住。孟子受到环境的熏染，最初学人家哭丧，然后学别人

做买卖、讨价还价，最后开始学打躬、作揖等师生之间的规矩，言行变得彬彬有礼。孟母的目的就是为了

教育好孟子，为他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和成长环境，通过积极的环境促进幼年孟子的成

长与发展。
在当今的青少年道德教育中，我们要积极倡导培育良好的德育环境。环境是人成长的一种客观条

件，人在环境中生存，生存离不开环境的影响，所以研究环境、认识环境、创造环境和利用环境对人进行

教育，这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唯物主义对教育的最基本的认识是首先承认环境存在的重要性，这是马

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在教育理论中的具体化。对人的道德品质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但外因对人亦

有重要的影响。青少年时期是人的生理、心理剧烈变化的时期，也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

时期。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并不是容易的事。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育人环境的建

设，要有效地控制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体，弘扬主旋律，加强正面宣传、正面报道、正面教育，积

极为青少年成长发育创造一个健康向上的物质和心理环境。特别要重视互联网在青少年道德教育中的

作用，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净化网络环境，尽一切可能避免和抵制不利因素，消除有害的影响。要敢

于通过媒体剖析现实，有针对性地抓住一些反面典型，开展道德评价，澄清是非，实行舆论监督，培育良

好的社会环境。此外，要努力优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等亚文化环境，要下大力气加强文化市

场的建设和管理，优化文化市场环境。
总而言之，道德教育方法是实现道德教育目的、完成道德教育任务的重要手段，是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之间相互交流的必要渠道。道德教育方法的优劣直接决定了道德教育的效果，而《三字经》的道德教

育方法，符合道德教育的客观规律，在古代中国道德教育理论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至今仍熠熠生辉，

这些道德教育方法，对当今青少年道德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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