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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

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

无数倍。”

——1923·胡适《 》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指导文件：《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根本任务：立德树人

实施路径：开设国学经典通识课程



教学向度

上，转识成智，追求寓智慧生成于知识教学；

上，联结听、说、读、写诸环节，实现从耳濡目染

到心领神会的融通；

上，兼采汉学和宋学之长， 注重人文和科学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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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教育知识？

1

教育活动

3

教学行为

2

教育命题



什么是教育智慧？

教育者 知识点的价值意蕴 学生品质和能力



转识成智是国学经典通识课程教学活动的 。

以型塑课堂为切入点，通过 诸方式讲解

《论语》核心教育知识点，引导学习者自主汲取《论语》中的教

育思想，进而化知识为智慧，促进其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

转识成智：《论语》教育智慧品绎



跟孔子
学做一个
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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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者
的教育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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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教育知识点

文行忠信 育才之方 学而优则仕为师之道 成仁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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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二维码·中国大学MOOC



发音品读、闻达于心、随心所乐耳濡目染：

王青女士范读音频·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中文朗读文本

许渊冲译版英文音频·学而

学生配乐朗读音频·有教无类

学生创意朗读音频·见义勇为



学生小组 汇报主题

第1组 论孔子的学习观及其教育智慧

第2组 论孔子的交友观及其教育智慧

第3组 论孔子的师生观及其教育智慧

第4组 论孔子的君子观及其教育智慧

第5组 论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第6组 论孔子的学习观及其教育智慧

第7组 论儒家与中国传统教育的关系

第8组 论孔子“信”之教的含义及其现代启示

第9组 《论语》中“勇”的含义及其现代启示

第10组 “学而优则仕”的含义及其教育影响

第11组 《论语》中的宰予形象

第12组 论孔门弟子眼中的孔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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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论语·学而》1.1

班 固：学，觉也，悟也。

朱 熹：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

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论语·学而》1.1

杨伯峻：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 《论语译注》

钱 穆：学能时时反复习之，我心不很觉欣畅吗？ 《论语新解》

李泽厚：学习而经常实践，不是很愉快吗？ 《论语今读》

黄明喜：学习知识和做人，适时地复习、实践，不也是很高兴吗？

《<论语>教育智慧品绎》



A: 品读《论语·学而》首章，向孔子学习成为君子
的智慧。

S:  君子三“不”两“乐”

Q：孔子的理想人格是什么？

Q：怎样成为君子？



S:  君子三“不”两“乐”

子曰：学而时习之， 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亦君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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