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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传统文化教育改进之思考
省逻辑学会 鞠俊

近年来，国家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愈来

愈重视。中学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面

对严酷的升学压力，要在中学切实推进中华传

统文化教育，就必须积极开发传统文化教育教

材，努力转变传统文化教育形式，着力培养传

统文化教育师资。

1.积极开发传统文化教材。过去语文教材

中虽然也出现过《论语》、《庄子》等优秀的传

统文化篇章，但由于受到考试的限制，语文课

堂教育往往侧重于字词解析和内容理解，以知

识教学为第一要务，传统文化的渗透相对弱

化，育人的导向性也不明确。因此，传统文化

教材的开发应独立于语文课本之外，以人文性

为主，在教材的每个章节中都应增添相应的案

例，让学生每学完一个篇章都能理解辨析，明

断是非，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会

随之慢慢养成，从而真正达到育人的目的。

2.努力转变传统文化教育形式。语文教育

虽然与传统文化教育密切相关，但课堂教育仍

然以知识教育为主。真正达到传统文化育人的

目的，仍需要另外开设专门的课程进行系统的

学习。传统文化教育要做到以学生为主体，打

造学生课堂。摒弃传统的考试方式，并与寻常

的文言文教育区分开来，力求形式多元化，比

如在课堂上穿插相应的视频、图像、广播等，

更好更快地打开学生的心门，使他们易于接

受，乐于改变。

3.着力培养传统文化教育师资。由于传统

文化教育在学校教育中长期淡化与缺失，高校

也没有开设传统文化教育专业，导致许多中学

教师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因

此，推进传统文化教育，学校除了注重教材的

选择、课程的重置外，还要大力加强相关师资

培养，并挑选相应的人才充实中学师资队伍。

以三型思维改善素质教育

省逻辑学会副会长 施恩亚

三型思维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

维的总称。逻辑思维是指人在认识过程中借概

念、判断和推理反映现实的思维形式，它把握

事物共同的、本质的属性，间接地、概括地反

映客观世界；形象思维是一种借助具体的形象

展开的思维活动，是从客观世界获取材料并运

用丰富的想象，从而刻画艺术形象，反映事物

本质；灵感思维是受有关事物的启发而突然产

生的富有创造性的新思路，灵感的获得须以知

识积累、实践经验和深入思考为前提。所谓素

质教育，就是强调综合利用遗传和环境的正面

作用，形成理想的教育合力，促进学生生理与

心理认知与非认知等因素全面、主动发展，促

进人类优秀文化向学生个体身心品质的内化及

个体精神境界的提升，并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

定良好的基础。以三型思维改善素质教育，就

是厘清两者之间内在的必然的正相关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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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1页）设，需要结合自然资源负债表

制度的试点示范，构建符合江淮生态大走廊区

域特征的生态资产价值核算体系，以生态资产

保值增值为目标，打造推进江淮生态大走廊区

域可持续发展的“金山银山”。

四、探索社区参与机制，构筑生态富民的

生态大走廊

生态资本不断增值以及人们对于生态资本

需求的不断增加, 使得生态经营效益持续增

长。生态环境治理投入不断增加，以及流域生

态补偿机制日益完善，将改变生态脆弱区或保

护区城乡居民的生计方式，实现有效生态富

民。从1978 年开始, 加拿大魁北克省开始通

过建立资源开发区实施资源保护。第一个资源

开发区由地方社区管理, 主要提供狩猎和捕鱼

等服务, 之后又相继建立大西洋鲑鱼资源开发

区和水鸟资源开发区。每个开发区都由一个非

赢利性公司专门管理, 其与政府签定合约, 通

过对使用者收费发展休闲业, 帮助监控鱼类和

其他野生动物的数量和种类。一开始政府投入

前期运行费用, 到后来每个资源开发区都能依

靠自己的收入运行。随着经营收入不断增加,

资源开发区不断改善野生动物的生存条件, 野

生动物数量不减反增。

江苏省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区30个，有15个

在江淮生态大走廊区域。进一步建设湿地或自

然保护区，需要改变“画地为牢”式的管理体

制，让社区或当地居民融入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管理，探索流域生态治理保护的社区参与机

制，为生态富民提供制度保障，不断提高自然

保护区建设效率，为改善居民生态福利、促进

生态富民提供积极支撑。

即以三型思维作为素质教育的理论先导，素质

教育是三型思维的实践延伸。具体表现为三个

方面。

第一，逻辑思维可以增强素质教育的登峰

活力。逻辑思维强调概念要准确，判断要恰

当，推理要合规，这是加强和改善素质教育的

基本要求，同时作为辩证思维的逻辑思维，即

理论思维，也要求人们全面地、动态地、联系

地看待事物。加强和改善素质教育是教育科学

的高峰，需要理论思维的导引并为其增强活力。

第二，形象思维可以增强素质教育的艺术

魅力。形象思维是思维科学的突破口，抽象思

维与形象思维相辅相成。如果写文章、作报

告、与人对话等表达我们的思想时，没有典型

环境、人物形象以及艺术语言的传输，就会使

其干瘪、枯燥、乏味等，阻碍交流的进一步深

入。

第三，灵感思维可以增强素质的创新动

力。灵感、顿悟是人们分析、理解事物的一种

主要能力，实然醒悟、灵感突发是灵感思维的

重要表现，人们灵感思维的强弱是决定人们创

新思维的有无和创新活动的成败。灵感的产生

并不是人们生来俱有的，需要在素质教育中培

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灵感产生的奇思妙

想，通常能够启发人们提出新思路、新举措，

用新实践实现新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