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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电视节目《中国诗词
大会》引起了万人空巷，《典籍里
的中国》《书画里的中国》引发观
众共鸣，系列短视频《挂灯笼、贴
对联，备好年货过大年啦》，让人
们“游戏化”地体验了中国春节的
文化韵味。一章经典、一首诗词、
一副对联，乃至一碗汤圆、一盘饺
子，都蕴含着悠久醇厚的文化传
承，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让优秀传
统文化浸润儿童的生活和心灵，孩
子们也便可以拥有“诗与远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
脉，是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
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底。”在全
体公民特别是青少年中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
价值，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
义。儿童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拔
节孕穗期”，是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引导广大
儿童、青少年与优秀传统文化“双
向奔赴”，才能将民族精神和传统
美德根植于心，培养富有民族自信
心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实现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全学
科覆盖、全学段贯通。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教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固本工程”“铸魂工程”，不
能限于“背背诗词”“诵诵经典”

“走走形式”，而要结合不同年龄、
不同学段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认知
规律，由浅入深、从感性到理性，
确定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内
容和方法。要将优秀传统文化嵌入
语文、数学、历史、地理、音乐、
美术、体育、劳动等各学科教学之
中，实现全学科覆盖、衔接和贯通，使知识学习、情感体验
和价值引领融为一体，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
源、发展脉络、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引导青少年学生正确
理解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不断提升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认知，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品德行为、
增强文化认同。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还必须与时俱进、结合实
践。广泛开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多维实践活动，
名著经典诵读、名胜古迹考察、名人故居参观、博物馆现场
教学，可以让广大青少年进一步学习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到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从上下求索的钻研精神到天下为
己任的家国情怀，加深理解优秀传统文化无比厚重的精髓。
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节庆文化和习俗从岁月长
河中流淌而来，带着丰盈的意蕴。要引导广大青少年在沉浸
式、活态性、场景化的节日民俗活动中，慎终追远、学会感
恩，体悟生命、承继精神。

还要利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资源，如文化在线课程、
网络文艺展演、数字馆藏展览等，让青少年在多维环境、多
重渠道中感知传统文化，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优
秀传统文化的“最大增量”。要运用VR、AR、特效等技
术，通过短视频、全息投影、虚拟现实等形式，搭建起传统
文化与数字技术相互交融、富有感染力和冲击力的视听时
空，打造更多符合时代特征和青少年特点的文化产品，让文
物“动”起来、让古籍“活”起来、让经典“热”起来，营
造沉浸式、互动式的学习环境和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使优
秀传统文化易于接受、直抵人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让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心灵，是一个春风化雨的过程。在
发挥学校传统文化育人主阵地作用的同时，要构建党委政府
主导、学校家庭社会共建共享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机制。家
庭是青少年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
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
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要优化家庭教育，通
过家长的言传身教、家庭的生活习俗、节日礼仪活动，形成
良好家风。

全社会广泛参与，推进社会资源开放共享，才能提升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效能。要坚持校社结合、校馆融合、校企
联合，拓展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文化
遗迹的传播和育人功能，组织、动员“五老”、文化名人、
乡村贤达参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
学、时时可学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生态。只有这样，才能让
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牢牢扎根，为青少年健康
成长提供强大精神滋养。

（作者系江苏省政协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理
论研究会副会长，道德智库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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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品格是个体在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
下，形成的道德品格、人格特质及社会性
方面的情感、认知与行为特征。品格是一
个大概念，既包括一个人的道德与人格，
也包括适应社会以及参与社会生活所必备
的社会技能，更包括以爱党爱国为核心的
政治思想素养和法治素养。儿童期是一个
人品格形成最重要的启蒙期与发展期。从
0—12岁的儿童品格发展过程来看，学前
阶段应注重社会技能和行为习惯的培养以
及良好品德的启蒙、健全人格的初步塑
造，重在培养幼儿的是非观、规则意识、
自我控制、学习品质等。小学生阶段应注
重品德养成，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技能培
养，并强化以自制、主动、创造等为核心
的人格特质，建立初步的国家、集体概念
以萌发国家认同感和家国情怀，形成一定
的法治意识及个体发展信念。

由于当前我国儿童品格教育理论研究
相对匮乏、学校及幼儿园品格教育相对薄
弱，加之家庭品格教育的缺失以及社会环
境的消极影响，导致儿童品格发展出现诸
多问题。学前阶段儿童较缺乏生活自理能
力和自我服务意识，规则意识较差；部分
儿童缺乏自制力和专注力，耐心水平较
低，抗挫力、情绪管理能力较差；部分儿
童低自尊、缺乏自信心与主动性；部分儿
童移情共情能力差，无法去自我中心，更
无法表现出分享、助人、合作、友爱、慷
慨等亲社会行为。小学阶段儿童一定程度
上存在情绪调节能力差、专注力弱、做事
缺乏耐心与毅力等问题；部分儿童与人交

往过程中表现自私、不具有同情心，甚至
欺辱他人或存在霸凌行为；部分儿童抗挫
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较差，生活和学习中
缺乏主动性与责任感；部分儿童与人交往
过程中难以表现出有效合作、宽容待人、
友爱互助等利他行为。

因此，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构建儿童德
育的目标与内容体系尤显重要。具体来
讲，要重点培养儿童一些核心品格，比如
乐观、自制、主动、创造、仁爱以及尊重
等。在这一过程中，儿童逐渐学会做人、
做事和与人共处，即做人应该需要具有乐
观或成长型的思维方式并且拥有自制力和
自控力，做事应该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
于人于己共处需要以仁爱之心为基础，并
且懂得自尊、尊重他人与客观环境。

从国家发展来看，品格教育是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是
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基础。开展
好品格教育才能为国家培养出具有家国情
怀和政治素养、有远大理想并脚踏实地、
德才兼备且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从个人发展来看，品格教育是一
个人的终身幸福与成就最重要的影响因
素，也是一个人处理好与自己、与他人、
与社会关系的核心。

（二）

在实践层面，要特别注重品格培养中
的知行合一。品格教育的实施需要通过系
统化的教育手段，培养儿童对品格的认
知，促使其体会到品格情感，并最终落实
在品格行为的表现上，尤其是强调行为的
养成，最终实现“知行合一”。以诚实为

例，品格认知的建立就需要帮助儿童建立
诸如诚实就是不撒谎等概念，能够评价什
么情况属于诚实或者不诚实，建立自己

“不撒谎”“不偷拿别人的东西”“主动承
认错误”“不作弊”等观念；品格情感方
面，指当儿童识别或者表现出勇于承认错
误、不撒谎等诚实行为时，他的情感体验
应该是高兴的、自豪的，反之应该是内
疚、羞愧的；品格行为方面，指儿童能够
表现出并且一贯性地表现出“不撒谎”

“说实话”“不私自拿其他小朋友的东西”
“做错事情后能够勇于承担，主动道歉”
“活动、游戏时不作弊，遵守规则”等
行为。

还要注重在儿童生活的环境中全面渗
透品格培养的要素。例如，可以将优秀的
文学和艺术作品作为品格教育的重要资
源，这些文学作品包括图画书、儿歌、散
文、诗歌、小说、童话、传统文化故事、
名人逸事等。这些作品会潜移默化地传递
爱、勇敢、坚毅、友善等美好的品质特
征，儿童在学习与体验中，通过与故事形
象或情节共情产生一定的品格情感，内化
品格认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教育
过程是渗透式的、参与性的且基于儿童发
展特点、经验与需求，而不是单纯的说教
或灌输。另外，儿童的品格学习具有很强
的随机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习不是发
生在课堂上，而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因
此，要充分发挥学校或幼儿园的小型社会
功能，有效地促进儿童社会化，也就是说
要将品格教育内容渗透在儿童日常生活
中，例如在学校的各环节中培养儿童的规
则意识、秩序感、是非观；在生活常规教
育中培养儿童的自我服务意识、自制力、

抗挫力；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培养儿童的仁
爱之心，以及自我尊重和尊重他人等。品
格教育不能与其他领域教育分割，它是一
个综合领域，避免单纯的学科本位教育现
象；品格教育也不能与儿童的技能、价值
观等的发展相分离，要将品格培养目标与
幼儿的发展目标有机地统一到教育教学活
动中。

要构建家校社协同一致的品格育人体
系。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

“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教育影响
的一致性。只有学校和家庭志同道合，抱
着一致的信念、一致的行动，儿童才能获
得全面和谐的发展。如果没有这种一致
性，那么学校的教育和教学过程就会像纸
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也明确将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建设作
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础。儿童品格
教育必须坚持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基本路
径，充分发挥学校（幼儿园）的主导和引
领作用，带动并发挥家长的主体性责任，
充分利用社区、社会资源，实现育人目标。

在儿童品格培养过程中，由于儿童自
身的道德发展阶段以及社会心理能力特点
的影响，家长和教师成为了绝对的影响儿
童品格的重要他人。家长和教师的观念、
行为、态度直接影响亲子、师生互动方式
和质量，从而影响其道德认知和情感体
验、自我意识、人格养成及社会性观念与
行为表现。因此，品格教育的核心是家长
和教师的教育素养，唯有如此，才能通过

“重要他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作用，促
进儿童品格发展。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
副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

儿童品格教育亟待重视
夏 婧

作为将一生都献给了幼儿也热爱儿童
工作的教育人，每逢六一国际儿童节，总
是想提醒人们思考一下儿童观。

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
代，也是一个应接不暇的时代。全球疫情
暴发，世界经济下滑，地缘政治冲突，自
然环境恶化，ChatGPT狂飙，人类社会
不得不面对着环境变化、认知冲突、利益
博弈、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生存发展环境，
处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

未来是属于孩子的。然而，未来究竟
会是什么模样，取决于今天的孩子们对待
世界的态度或价值取向，取决于他们的思
维方式。作为成长着的家庭、成长着的民
族和成长着的未来，我们必须处理好“人
与世界”“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
人”“人与机器”等等纷繁复杂的关系，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重挑战。

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上，人类
需要以完整的生态观，完成从人类中心主
义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以促进人与
万物和谐共生。

在处理“国与国”或“民族与民族”
的关系上，需要摒弃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
的价值观，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倡
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和共建共
享共赢的思维方式。

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崇尚平
等、和谐、互爱精神。

在处理“人与机器”的关系上也是如
此。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
能的横空出世，使人类不仅担心机器换人
的时代已经说来就来，更让人们担忧的是
人工智能是否会奴役乃至毁灭人类。在不
远的将来，人工智能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将
无处不在。当我们悄然进入“人机共生”
时代，大模型让机器所“涌现”的智慧很
可能将高于人类多数个体的智慧，人类不
仅要制定如何与机器相处的规则，更要在
如何让智能机器遵守与人类和谐相处的法
则方面未雨绸缪。

2020年 3月，在全球抗疫最严峻的
时刻，我们发起了“我是防疫小卫士——
幼儿抗疫创意作品征集活动”。面对肆虐
的病毒，一位5岁11个月的小朋友“发
明”了一种“善良药水”，当大家都要杀
死病毒时，病毒喝了她的“善良药水”，
就能变成对人类有益的益生菌，变害为
宝，人类再也不会得新冠肺炎了。无独有
偶，一位不到5岁的小朋友，为了解决新

冠病毒到处传播疾病的问题，“发明”了
“病毒旅馆”。她说，病毒跟我们一样，也
是地球的一部分，所以我的病毒旅馆比人
的身体更适合病毒生活和生小病毒。那里
面有游乐场、餐厅、育儿室、卧室和洗澡
间。人们可以把病毒旅馆做成吊坠，或胸
针，或者背在包里，戴在身上。带上病毒
旅馆之后就不用戴口罩了，病毒自己就去
旅馆生活了，疫情就没有了。儿童不是杀
死 病 毒 而 是 给 病 毒 找 一 个 合 适 的

“家”——病毒旅馆：既能避免病毒的传
播，又能给人们做装饰品，维持了生态平
衡，体现了人与其他生物共存的生态观

点。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
《2050年教育宣言》中生态教育的核心要
旨完全一致：教育本身必须完成从人类中
心主义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以促进
人与万物和谐共生。孩子们“发明”的都
是向善的产品和与其他生物和谐共生的工
具，这或许是人类解决“人与世界”关系
应当遵循的最优准则。

诚然，对于如何解决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下更加激烈的文化认知冲突、更加复杂
的社会生活矛盾和更加不可预测的多重难
题，我们需要从人类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
深邃的智慧和丰富的精神营养。优选思维

就是我们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庸智
慧提出的一种新的创造性思维模式。优选
思维是在解决两难或者多难等复杂问题的
过程中，选择最优（但未必唯一）解决方
案的创造性思维模式。凡是让你纠结的问
题，都要用到优选思维。

优选思维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文化
特性。

首先，优选思维倡导多赢的价值观。这
是解决利益多元的复杂问题的科学方法或重
要前置条件，即所有解决方案都要围绕着

“优选解”——能够本着让问题相关方利益最
大化（双赢或多赢）的目标，找到最优（但
未必唯一）的解决方案（“难题优解”）。这
是与寻找唯一正确答案的聚合思维或求同思
维的区别。因此，优选思维是一种决策思
维，也是一种向善的“求优”思维。

其次，优选思维是具有鲜明中国文化
特性的创造性思维。优选思维的理论创
新，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庸智慧中
的深邃智慧和精神营养。它突破了僵化的

“单向思维”“单边主义”的思维模式和非
此即彼、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式的二
元思维模式，应用中国儒家“中庸之道”
的价值观和思维观，在冲突中平衡各方利
益，找到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使所有相
关者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中国式的最优问
题解决方案。其文化内核是东方的集体主
义文化。这在当今世界利益多元的时代尤
为重要，是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巧实力的思
想方法论。

一般认为，“情商”（EQ）是指能够恰
当地管理或驾驭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能力。
高情商的人往往表现在说话或办事上能够
让大家都舒服。从这个意义上说，优选思
维也是高情商的思维基础和处世哲学，是
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维方法论。

我们可能改变不了一些成人的单边主
义价值取向和单向思维方式，但是，我们
可以用文化故事与思维方式影响儿童，改
变孩子们对待世界的态度与思维方式。这
样，世界将变得更加和平、幸福和美好。
这便是倡导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宗旨
的教育主张。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
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所说，“我们给子
孙留下什么样的世界，取决于我们给世界
留下什么样的子孙。”

（作者系北京市西城区第十三届政协
委员，教文卫体专委会副主任，中国发明
协会院士专家咨询委员会首任专家、学前
创新教育分会会长）

儿童对待世界的态度就是人类的未来
——六一节，让我们这样理解儿童

程 淮

多彩活动迎“六一”
5月29日，学生在贵州省从江县刚边壮族乡中心小学迎

“六一”活动上参加跑步比赛。
儿童节临近，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子们营

造出欢乐的节日氛围。
新华社发（罗京来 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并进一步强调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同时，要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矢志奉献国家和人民。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需要教师家长以及社会每一个成员在修身守德的基础上参与未成年人德育的全过程，更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儿童德育体系，从而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的局面。 ——编者

我们给子孙留下什么

样的世界，取决于我们给

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前总干事费德里科·马

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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