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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ldquo;国学&rdquo;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国学是一个国家治国、齐家、修身的所有学术与文化的总和。
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有门类；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
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
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
，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
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
一般一来说，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
就中国而言，国学思想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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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师说〉教育智慧品读》是《国学思想名著名篇》之《师说》，重点阐述了《师说》著作和文
章中包含的教育哲学内涵。
让我们站在中华民族教育思想家的肩膀上，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展开创造性的教育人生。
　　在当代的教育中，如何发扬那种生生不息的主体精神，品读中国千古教育智慧,践行中外最新教育
理念,开拓创新，穷通变易，使我们&ldquo;更诗意地栖居&rdquo;，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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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关于《师说》一、韩愈与《师说》二、《师说》的社会渊源与理论据三、《师说》中的教育智慧
四、《师说》对现代教育体制的启示第一章 教师的作用与地位（教学相长 发挥主导作用）一、教师
是人类文化的传承者二、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三、教师是智慧的启蒙者四、尊师重教是时代的要求第
二章 教师的基本任务（学有专才 致力传播真理）一、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职责二、教学不能
拘泥于书本三、教育不可本末倒置四、教师应学有专长第三章 择师的标准（尊师重教 乐于学习他人
）一、摆脱偏见的影响二、常怀一颗谦逊之心三、善于向他人学习四、从师唯&ldquo;道&rdquo;不唯
人第四章 师与生的关系（尊重教师 主张师生平等）一、&ldquo;师&rdquo;与&ldquo;生&rdquo;是相对
关系二、尊师是一种美德附录1：《师说》原文及译文附录2：当今与《师说》相关文章汇萃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记》教育智慧品读>>

章节摘录

　　一、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承者　　韩愈认为人不是生来就懂得知识，懂得做人的道理的，一个有
所成就的人离不开教师的指导。
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递者，对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ldquo;古之学者必有师&rdquo;，简单的几个字，将教师的职业价值提升到文化传承的社会高度评价
，是对教师作用的最好说明。
　　教师在人类社会反复着传承文化的任务，这应当是教师角色的基本定位。
无论教学怎么改革，无论如何强调学生的主体性，都不应否定教师传承文化的使命。
　　文化不是与生俱来之物，人的生命又十分有限，只能靠一代一代传承。
这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教师能够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职业的原因。
教师向学生传承文化是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于传承什么和怎样传承。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部历史积淀及其在当代的新发展。
这是一个包罗万象、与时俱进的开放系统，人类就是在这种文化运动的演进中生存发展的。
　　教师传承的文化向来是已有已知的文化，重在对历史积淀的文化的继承。
这就需要教师的教和讲。
传承的传就是传播、传授的意思，而传承的承则要求实现代际之间的文化承接，把前代人认识的终点
作为后一代认识的起点。
传是手段，承是目的。
没有传便无以承接和继承。
可见教师的传承对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当代人的学习克服了许多时空的局限，但学生学习文化仍要靠间接获得，
并不能事事直接体验。
历史文化、外国文化的习得，都离不开传承。
读书、听课、参与社会实践，都是学生接受文化传承的方式。
从学生发挥学习的主体性来说，无非是主动读书、主动听课、主动参与社会实践，而教师的教书、讲
课和指导参与社会实践正符合学生主动学习的需求，教师给予学生的应是助力而不是阻力。
教师传承文化的内容和方法也难免有些失误，也许会产生负面影响，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教师传承文化
的积极作用，一定要分清主流和支流。
　　&hellip;&hellip;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记》教育智慧品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