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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华道德根文化整体观统领五大课程体系
培育身心健康、慧智双运、德才兼备的人

□ 林炳红 文/图

东方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文化的

特点之一，就是中国人看问题一直是从

整体到个体。人的一生是一个整体，人

与家庭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是一个整

体，人与国家、民族、社会也是一个整

体。可以说，整体观是我们处理、解决

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与方法论。

人生六阶段的教育：胎婴养虚、幼

儿养性、少年养正、青年养志、中年养

德、老年养福，它们也是一个整体，彼

此之间互为转化，互为消长，生生不

息。每个阶段的教育都必须为孩子的

终身负责，为每个孩子的百年负责。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本质含义是

一个人的教育好了，影响的最少是三

代人。古人所说的“30年河东，30年

河西”，抑或“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

代”，讲的都是近百年的影响。所以人

生教育慎于始，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从这个方面来说，小学、初中作为

九年基础教育，更应该是一个整体。

在整体观的指引下，回归本源，回归朴

素，严格依照道德根文化所揭示的生

命成长的内在规律，在道德根文化教

育理念的内涵中去整体设置课程。

我们把学校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

概括为：在整体育人观的统领下，进行

“大德育、大语文、大艺术、大数学、大

健康”五位一体的德慧智课程体系的

建构。

大德育，从“根文化”的源头
汲取智慧

大德育观就是指全过程、全方位、

多维度的把整个人类群体当作一个人

来进行教育。大德育观，不是靠一门

课程去完成，而是靠活动育人、课程育

人、更靠环境育人，也靠家庭环境、学

校联合育人。

大德育观，实际上就是全人教育

观，把人的生命分为性和命，这两个方

面进行重视，进行同步配合，这就是大

文化、大德育。

我们要清楚大德育的内涵、目标、

内容、形式、手段、措施等等。

第一，大德育观要贯穿整个小学

和初中，要高度重视德育的内涵、目标、

内容、手段、措施等，通过活动育人、课程

育人、环境育人，达到德育成效，用适当

的德育评价整体归一，归到主线上来。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持之以恒地实施这

种教育，它就会成为大德育的载体。

第二，大德育是一种始终把德作

为统帅，慧、智、体、美、劳并举，全方

位、浸泡式的育人模式。我们要充分

发挥德慧智教育这个模式的潜力和优

势，按照德慧智的理念和方法，推动大

德育的发展，从而形成我们学校的育

人模式，以至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

人重视德育，让更多的人受我们大德

育的影响成长起来。

第三，大德育要引导学生处理好

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

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礼的倡导者，孔

子对人与人的关系有这样的描述：“父

子有亲，君臣有义，兄弟有爱，夫妻有

敬，朋友有信，君君臣臣，父慈子孝。”

其人伦关系问题概述起来就是温、良、

恭、俭、让。礼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法

律、规矩。孔子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讲得很好，有五伦关系去处理，但是还

不够，所以大德育一定要引导学生，不

仅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还要处理

好自己与自己、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四，大德育是贯穿人一生的教

育，是前文提及的人生六阶段的教育，

这方面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概述起来，这四个方面形成大德

育的系统，形成家校、家家、社会，学生

与家庭、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

间，其身份地位都要转换成学生的一

种行为标准。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让孩子们在这种浸泡式的九年一贯制

教育中成长为德才兼备的明日栋梁。

大语文，教育要符合中华
文化特点

大语文观是我这么多年研究的重

点，自从从事教育以来，我便开始对其

进行不断地更新改革。在20多年的

教育实践中，我亲身经历着中国基础

教育的发展，并不断的对其进行思考、

研究、观察、探索，超越自己，从而提出

自己的观点。

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是文史哲不

分的，是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教育。

孔子曾经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

中国的传统道德教育是把人培养成

“明书理、明地理、明命理、明医理”的

全面型人才，而明事理则是作为培养

人的基本要求。古代读书人讲求“不

为良相，就为良医”，这种抱负是建立

在良好的语文教育基础上的。这也是

道统教育的核心。

传统的语文怎么教？“童蒙养正，

圣功也。”中国一直以来教育男子在八

岁之前，女子在七岁之前完成识字、生

活常识、待人接物等做人的基本原

则。随后是按照学习次第对四书进行

研习，即《大学》《中庸》《孟子》《论语》，

当然这个次第是在儒家主导下的。

16世纪之后的教育，也就是从元、明、

清这几个朝代，基本上都沿袭了这种

教育模式。

这就是传统的大语文，其中包含

了文字学、训诂学。文字学研究文理

基因，从修身明德层面赋予文字以天

人合一的真理。过去“小学终、至四

书”，实际上就是要完成对文字学与训

诂学的学习，否则没办法理解学习

“四书”。

1912年，蔡元培作为教育总长，废

除了中华民族的读经教育，国人教育开

始逐步进入西方文明、文化指导下的课

程改革，直到今天已经100余年了。这

100多年里，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学文化

素养渐呈下降趋势，这也是当今社会没

能出现更多大师的重要原因。

在我们整个德慧智学校的课程改

革中，大语文教育将成为重头戏。用

大语文素养来完成核心素养的培养，

以及用大语文素养来承载核心素养的

落实，这就是我们的大语文观。

我们要牢牢树立大语文观，打破

学科壁垒，涵盖语文、历史、道法、国学

经典、哲学等学科，在此基础上推陈出

新，开辟出一条守正出新的课改之路。

大艺术，保护和培育孩子的
慧性

大艺术教育，即画书琴棋舞，概述

为传统中国教育的养分型教育。它既

能谋生立命，又是性命双修的一种手

段和方法。

我们要把画书琴棋舞贯穿于整个

九年教育中，在少年养正阶段让孩子

具备艺术的涵养、艺术的素养，为孩子

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艺术教育的本质，就是右脑教育，

也就是直觉、灵感、想象力、创造力的

教育。人的图文思维、童话思维、神话

思维都来自于右脑，要靠艺术教育来

滋养和保障。这也是中华道德根文化

和德慧智教育所揭示的生命真相。

左右脑的关系要搞清楚，左脑是

知识教育、语言教育、逻辑教育。但如

果说丢掉了右脑的保护和开发，我们

就不是真正的德慧智教育。除了经典

诵读、图文九宫等德慧智的特色课程

外，如果没有把艺术教育融入德慧智

教育中，我们的教育就是不完整的、有

缺失的。

艺术教育有最佳敏感期。我们知

道整个小学到初中，恰好处在少年养

正的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在失去

了幼儿教育的阶段之后，一个最为重

要的补救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小学教育十分重

要。而小学教育重中之重的阶段又在

于一、二、三年级。也就是说孩子在完

全落入后天之前，如果不重视艺术教

育，这个孩子和艺术也就彻底失之交

臂，再也不可能对艺术产生兴趣，也不

可能有时间去练、去学、去扎根，这是

我多年实践研究的结果。

美术、音乐、舞蹈、乐器，还有书

法，它们共同构成了大艺术。这些艺

术不仅是学以致用的技能，更是孩子

们生命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

们必须抓紧一到三年级这个关键期，

去完成艺术教育的植入，为将来孩子

的幸福人生奠定基础。

一个人有了艺术的素养，他的

人生就会更加多彩，他的阅历就会更

加丰富，他的思想就会更加细腻。这

样的孩子，他的创造力、想象力、灵

感，一定是其他只会考试的孩子所不

具备的，这就是他的优势。这就是大

艺术观。

大健康，做到有良知、有底线、
有温度、有广度、有深度

我们今天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背景下，来讲我们学校的健康教育；站

在道德根文化整体观的背景下来讲健

康教育；在21世纪的今天，中医药文

明重回中国人的信仰的背景下来讲健

康教育；更是站在双百目标即将实现

的背景下来讲健康教育。

在中国的道德根文化中，健康和

教育是社会育人的两大范畴。因此在

学校教育中大健康观的定位和实施，

就显得非常重要。从中国传统的健康

养生观出发，健康包括心理健康和身

体健康。心理健康即喜怒忧思悲恐惊

的不良情志不易由内而外的生发，从

而具有正确而积极向上的心态，身体

的健康即孩子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气血津液得养，全身经络通畅，筋骨有

力，朝气蓬勃。

健康的维护存在有为而治和无为

而治两种方式。两种方式的有机结合

都会对心理的健康和身体的健康起到

保障作用，使得健康的实效性大大

加强。

对筋骨力道、肺活量、身体灵活性

等的训练，一般而言从西方理论学科

的角度阐发并进行动作的编排，属于

有为而治的训练方式。有为而治意即

动作可观、效果可显，能够很直接认识

到运动的程度、频率与作用效果内在

的生理原理。

对气血津液的调整、经络穴位的

疏通、意识归正等有作用的训练方式，

一般而言从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的角度

阐发并进行动作的编排和意识行为的

养成，属于无为而治的方式。因此从

中医藏象学说中可以了解到道德能量

与心身健康的内在联系。

（作者系古交市德慧智教育文化

学校总校长）

□ 安银忠 文/图

三晋文化研究会是山西省民政厅

批准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以挖掘三晋

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三晋博大精深的

文化为己任，自1988年成立以来，为山

西文化产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据三晋文化研究会易经中心主任

郭国强介绍，三晋文化是华夏文化中

山西地区的文化。因该地在春秋时是

晋国的所在地，到战国时则分成韩、

赵、魏三国，故称为三晋。当时的晋或

三晋疆域都远超过山西，后世所用的

晋或三晋则指山西省。

传承发展国学文化

郭国强，山西沁县人,生性好学，

虚怀若谷，学识渊博，《时代新国学》研

发专家之一，受聘于多家企业兼职顾

问。1999年创办了古交周易学会，

2002年成立了古交桃园起名公司。

郭国强经常实地堪舆名人故居和

地理山川，对古今风水的奥秘进行深

层次的研究，从而积累了宝贵的实践

经验。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他突破

传统周易应用、结合周易八卦、相学，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预测体系，并提出

了易经新论点：“调整人体内部环境，

防止人体疾病发生。”

三晋文化研究会易经中心特聘中

国易经协会常务会长贾中庆教授为首

席高级导师、张育瑛高级工程师为中

心专家。

贾中庆教授是山西省教育学会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九

五通泰学院院长，《时代新国学》研发

专家。贾中庆教授研修《易经》、兵学、

帝王和鬼谷谋略等诸子百家30余年，

博览群书在万卷以上，创作专著54

部，研发并主讲系列品牌课程，荣获教

育管理杰出人物奖、中国文化部颁发

的终生易学专家身份殊荣。中央电视

台、山西卫视、人民日报等20多家媒

体对其进行专题报道。

张育瑛，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

员，高级工程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

理咨询师。高考恢复以后，参加高考

跳出农门，先后在天津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北京大学学习进修。在山西省

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期间，从科员到

高管，他在各个岗位都创造了骄人的

工作业绩。

他也曾创建公司，培养了大批机

械技工，缓解了社会的就业压力，为青

年人成长搭建平台。与此同时，他跟

随名师研修儒、释、道传统文化，对生

命数易、姓名学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

并有效地运用于自己和朋友的生活、

工作和实践中。

三晋文化研究会易经中心成立以

来，以郭国强为首的专家团队为山西

地区提供民俗服务、群众心理咨询，传

授易经文化、开设公益课堂，为推动山

西地区国学文化传承发展做出了巨大

贡献。

群经之首：《易经》

据郭国强介绍，《易经》是远古文

明的产物，是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融为一体的哲理性很强的著作。

《易经》是阐述天地世间关于万象

变化的古老经典，是博大精深的辩证

哲学著作。包括《连山》《归藏》《周易》

三部易书，其中《连山》和《归藏》已经

失传，现存于世的只有《周易》。《易经》

被誉为诸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传

统文化的总纲领，蕴涵着朴素深刻的

自然法则和和谐辩证思想，是中华民

族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易经》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和把

握世界，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互相

感应的有机整体，即“天人合一”。《易

经》长期被用作“卜筮”。“卜筮”就是对

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

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

籍。《易经》涵盖万有，纲纪群伦，是中

华文化的杰出代表；广大精微，包罗万

象，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其内容涉

及哲学、政治、生活、文学、艺术、科学

等诸多领域，是群经之首，儒家、道家

共同的经典。

环境改变命运，是易经的核心理

论。现在易学界普遍应用改造外环境

来调整人生运气。外环境包括：人文

环境、地理环境、历史环境等。地理、

人文环境，可以人为调整，积极改造环

境，有利于个体发展。内部环境直接

影响人体健康，疾病直接影响寿命。

可用易学、中医等传统文化探测人体内

部环境，包括饮食寒热、营养状态、血

液质量、五脏六腑功能等，通过调整内

部环境，解决亚健康问题，达到预防疾

病的目的。调整人体内环境是郭国强

研究易学的新突破，而且有一整套行

之有效的方法。

郭国强认为：“《周易》与预测学不

是某些人眼中江湖流传迷信骗术。就

是因为认知度不够，这方面没有得到

普及，才让很多人钻了空子。在强调

文化自信的今天，《周易》的文化地位

必须得到确认。”

其实，央视百家讲坛著名学者

曾仕强老先生早就公开说过，《易经》

有五十年大运，早学早受益。

孟子曾说：“天生斯民，使先知觉

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因此，现在在教

育界也开始重视研究《易经》。

国内外很多专家都曾预言，21世

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而

郭国强认为，《易经》是自然科学的产

物，伏羲氏当年就是领悟了自然的规

律而一画开天的。只不过《易经》的

学问没有停留在自然科学上……

很长时期以来《易经》一直被误解，

被“小用”，这次中华民族再次大兴

盛，应该把《易经》“大用”的价值开

发出来。

那么《易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

书呢？神秘的《易经》，也称《周易》，是

一部既古老又新奇，既陌生又熟悉，既

高深莫测，又简单容易的书。作为一

部探索宇宙人生规律的典籍，它以别

具哲学思维的方式，揭示了万物的变

化规律，中国乃至世界各学科都可以

在其中找到源头。

《周易》名垂千载，为历代智者、著

名文人、军事家、政治家包括普通百姓

所敬服，必当属有用之学。孔夫子深

知预测顺逆可以趋吉避凶减少过失，

故披览《周易》以致“韦编三绝”，以此

即可印证《周易》的价值。

传承国学易经文化 助推中国文化复兴
三晋文化研究会易经中心传授易经文化、开设公益课堂，为推动山西地区国学文化传承发展做出贡献

郭国强

孩子们在做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