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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家庭教育

传播家风家教

“我是一名在农村从教26年的老师，

清楚乡村教育的现状。我是一名农家女

儿，更明白农村孩子的需要、农村家长的

渴求，要通过家风家教的宣讲，让孩子有

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让父母更关心孩子的

不只是成绩。”现任曲阜市书院街道中心

中学副校长、书院街道中心幼儿园园长张

衡说。2012年偶然的机会，她有幸参加了

曲阜市妇联组织的家庭教育宣讲团，为全

市及街道妇女进行家庭教育的宣讲。

那时，张衡已经从事十多年的中学语

文教学工作，多年担任班主任。她发现，好

多学生在青春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经过多方面了解和与学生沟通后，问题的

出现多半是家庭的原因。“到了中学后，家

长普遍会关注学生的成绩变化，往往忽略

了孩子们心理的变化，而且在幼儿时期，

家庭对孩子们心理发育埋下的隐患，就会

凸显出来。”张衡说，她在曲阜市人民法院

当人民陪审员时发现，大部分青少年犯罪

问题背后家庭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决

定参与到家风家教的宣讲之中，让家长更

多地关注孩子们的心理成长，让孩子们更

好地成长、发展。”

在张衡看来，幸福的童年能滋养孩子

一生，不幸的童年却要用一生来治愈。每

次进行宣讲时，她都会围绕这三个简单的

问题展开讲解。“你从父母身上学到了什

么？你想把孩子培养成什么？你又能做什

么？”她认为，家是温暖的港湾，父母的行

为在无形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良好

的家风可以助人立德立言、成人成才。”

弘扬传统文化

育四德小君子

俗话说到，3岁看大，7岁看老。幼儿教

育是关乎一个人的成长发展。在张衡看

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是人生的底

色。

她所在的书院街道中心幼儿园毗邻

孔林，北望泗河，近邻洙泗书院。依托幼儿

园地处孔子故里，近邻洙泗书院，与孔林

一墙之隔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将传统文化

进行多维度、全方位地渗透，成为济宁市

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示范校，力

求安全管理精细化，教学教研精深化，专

业成长精湛化，打造精致儒雅书院。

借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惠风，张衡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入手，渗透忠孝、诚信、仁义、自强、

勇毅等思想，引申学前教育优质教学资

源，打造“三本好父母、四德小君子、五律

好老师”，即打造“孝为先，诚为本，和为

贵”三本好父母；培养“孝、勇、礼、智”四德

小君子；塑造“正己、明道、崇德、仁爱、笃

学”五律好老师。

“通过开设孔子学堂，将传统文化中

的孝悌为本、明德修身、君子风范、诗礼传

家等美德，由国学导师定期向家长宣讲。”

张衡说，针对不同年级的家长开设“身教

重于言传，与孩子共同成长”“亲子共读经

典，营造书香家庭”等讲座类课程，利用家

长会、家长进校园等时机进行授课。

“20多年来，从中学语文课堂到幼

儿游戏乐园，变换的是岗位，不变的是

对乡村教育的不倦耕耘和执着守望。”

张衡表示，未来将依托孔子学堂，继续

践行文化“两创”，让水有源、树有根、人

有魂，为幼儿的长远发展夯实精神和道

德基础。

曲阜市书院街道中心幼儿园园长张衡

传承好家教，培育好家风
丁安顺 通讯员 曹楠 济宁报道

张衡，一名在乡村教育深耕26年的教师。她当了十几年的中学班主任，接触过无数
个青春期的问题孩子；她当了8年的幼儿园园长，看到过无数个“白、胖、弱”的娇宝宝。多
年的一线教学，使张衡意识到教育是个全方位、多角度、持续性的问题，教育不单是在课
堂，更是在课外、在市井、在乡间，在社会的大课堂。教育不单是在学生，更是在父母、在
家风、在邻里，在人文的土壤中。因此，她利用一切可能，努力拓展延伸教育的内涵。

讲清楚以孔子儒学为代表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是

“中国有约·相约山东”活动向海

内外展示孔子故里曲阜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的重要内容。山东

曲阜是春秋时期鲁国都城，是五

千年中华文明重要的见证地，是

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相约

山东曲阜，让我们一起走进东方

圣城，走近圣贤的精神世界，感

悟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

精髓。

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精神标

识和文化精髓”成为近年来思想

文化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此基

础上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

体系”，进而“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

那么，何谓中华文明的“精

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呢？毫无

疑问，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源远

流长，自然也就出现过许多具有

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包含诸多

重要的文化元素。对历史人物和

文化元素理解的不同，人们提炼

的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

精髓”自然也会存在明显的差

异，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的问题。

为更好地构建主流文化，从

汉代时期就已经有人开始提炼

与中华文化关系最密切的元素，

如有学者说：“孔子以前，黄帝以

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

人而已。”这里重点强调的是周

公，同时说明黄帝、周公和孔子

皆是与中国关系最大者，并为此

后的中国学者所高度认可，如清

末民初的历史学者夏曾佑在他

的《中国古代史》就引用了此语。

所以，黄帝、周公和孔子三人应

是中华传统文明重要的“精神标

识和文化精髓”。

黄帝，姓公孙，号轩辕，“五

帝”之首，被后世奉为中华民族

人文始祖，是司马迁《史记·五帝

本纪》记载的中国第一位杰出历

史人物。据司马迁描述，黄帝不

仅“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拘

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而且

救乱于“神农氏世衰”之时。黄帝

通过“习用干戈，以征不享”的雷

霆手段，最终实现了“诸侯咸来

宾从”。此后，黄帝又打败炎帝、

蚩尤等其他部落，并获得当时所

有诸侯的尊崇，是中华民族历史

上的首次融为一体。

尽管春秋时代出现“百家言

黄帝，其文不雅驯”(《史记·五帝

本纪》)的状况，但这丝毫不影响

孔子对黄帝的赞誉和尊崇。《孔

子家语·五帝德》一文详细记载

了孔子心目中的黄帝形象，他不

仅“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

四方”，而且“播时百谷，尝味草

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既为天

下创造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且为

百姓的生活和身心健康提供食

物、药材，同时他的仁爱之德泽

及自然界的动物，呈现出人们心

目中向往的“大同”世界。

在秦汉之后的中国社会，黄

帝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人

文始祖，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

人”，而此后很多部族的姓氏都

可以追溯黄帝的后裔，在维护民

族团结上自然发挥着极为重要

的作用。如《史记·匈奴列传》记

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

曰淳维移”；又如《北史·魏本纪》

记载：“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

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

北国，有鲜卑山，因以为号。”所

以，黄帝是维系传统中国社会民

族团结的重要纽带，成为中华民

族共同的精神信仰。

周公，姓姬，名旦，西周王朝

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被后世尊

奉为“元圣”。据《礼记·明堂位》

记载：“成王以周公有勋劳于天

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

百里，革车千辆，命鲁公世世祀

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在西周时

期，周公的地位极为特殊，《尚书

大传》中总结说：“周公摄政，一

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

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

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尽管这

种说过于整齐曾受到疑古学者

的质疑，但是这也反映出周公与

西周王朝关系。

作者：魏衍华，孔子研究院

科研管理部部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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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在给孩子们讲授国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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