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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老師、諸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二００八年九月份在
南京機場看到一本書，就是蔡老師的《幸福人生》，我看了之後，
覺得這本書非常好。因為多年來自己一直從事於教育工作，所以看
了之後就很受啟發。回家以後又再看，以後又順著這本書，找到了
我們這出版者，就是北京誠敬和教育機構。到那裡，我和那裡的朱
總，還有很多同仁進行了交流。這家機構在北京，每週六的下午，
有一個公益的《弟子規》讀書會，我也去參加。後來十一月份，就
是二００八年十一月份，又到青島，到我們大洲舉辦的《弟子規》
第一屆論壇。學完了之後，我對《弟子規》就有充分的信心，非常
相信。回來之後，又把《弟子規》好好的做了研究，把所有有關《
弟子規》講座的這些光盤、這些圖書，基本上都看過了。所以在那
次會上我就發了一個願：我一定要在教育系統去推廣《弟子規》，
在全國的中小學、幼兒園去推廣《弟子規》。這個願很大，那能不
能做到？當時也沒想那麼多，因為覺得非常好，所以就想是不是可
以利用自己工作的機緣，去做這項工作。我現在就和各位匯報從那
以後我做的一點工作。
　　二００八年十月份回到北京以後，我就在想，在教育系統怎麼
樣能夠推廣《弟子規》？怎麼去進入我們這個傳統的教育體系。經
過思考，也和很多專家和很多領導進行了探索，後來我們就有了這
麼一個想法：就是把《弟子規》立項為國家級科研重點課題。這是



在我們二００八年十二月二十七號立項，到今年就是二００九年的
三月份，立項為「中國教育學會科研規劃重點課題」。我們就是用
這個課題，現在在全國的教育系統來推廣《弟子規》。我為什麼來
做這項工作？這裡邊要講一個緣起，我想把為什麼做這項工作的緣
起向各位做個匯報。
　　我因為過去是在教育部下屬的一個企業做教育培訓工作，從一
九九四年中國人民大學畢業之後，我到了這所企業去工作，一直到
二００三年，十年的時間是做教育培訓，就是給全國的中小學校長
、幼兒園的園長，包括老師做各種各樣的培訓。每年我們有五、六
十場會議，大概每年培訓校長、教師有一萬五千人。二００三年七
月十二號，我因為孩子教育問題，那時候孩子正是上初二，暑期我
經過思考，當然也有一些其他原因，包括身體、還包括我們其他一
些原因，我就放棄了工作，一心一意來帶自己的孩子。用了三年的
時間，使自己的孩子在學習、在各方面，應該講還算不錯，到二０
０八年，去年，孩子以非常高的分數，就是北京，超出我們重點分
數線九十八分，進入非常理想的大學。這三年自己陪伴孩子成長，
有很多心得體會。
　　當然從經濟上，因為我所在的企業非常特殊，是一個國有民辦
企業，是由我來控股，教育部占百分之二十，我當時每年的收入幾
百萬是肯定有的，所以三年，從經濟上損失有大概一千萬左右。但
是因為三年陪伴孩子成長，我自己的願望實現，孩子也比較滿意。
這三年，我大概做了有十幾萬的筆記，也做了很多記錄，就對孩子
的教育有比較深入的研究。同時，因為這麼多年是做教育培訓，所
以全國各地的教育專家、包括德育教育的這些專家，這些課我每年
大概要聽幾百場，所以對教育，應該說自己認為比較了解。三年下
來陪伴孩子，最後我在二００八年九月份看到蔡老師這本書以後，



我就看《弟子規》，我這麼多年帶孩子的經驗，只是《弟子規》的
三句話。
　　我在帶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我也在想，現在的孩子這麼難教，
用什麼方法幫助他成長？當時是自己根據以往的經驗、根據這些專
家的一些理解，我當時，比如說我給孩子寫過一封信，這是在二０
０四年十月份，我大概已經有半年多帶孩子成長。你看當時這封信
裡面還有這樣一句話：對你而言，學習方法是三句話，以教材為核
心，各科有學習計畫，效率靠靜腦。我就是這三年用這種方法帶孩
子，成績中考、高考都非常好。因為我的孩子他也是一個中等偏下
的孩子，不管是成績各方面，後來成為非常優秀的孩子，我就是用
這三句話。當然這三句話它的背後有很多內容。以教材為核心，就
是我們《弟子規》裡邊的「方讀此，勿慕彼，此未終，彼勿起」；
各科有學習計畫，那就是「寬為限，緊用功，工夫到，滯塞通」；
效率靠靜腦，那就是「讀書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所以
我看了之後，我這麼多年帶孩子，只不過就是《弟子規》的三句話
就解決了。
　　後來我又看《弟子規》，《弟子規》的「餘力學文」十二句話
，一百四十四個字，裡邊一共有十四種學習習慣，再加上我們「汎
愛眾，而親仁」，後來我就提煉了十六種學習習慣，這我也給大家
看一眼。因為我們知道培養孩子，特別是我們家長，也就是培養孩
子良好的學習習慣，培養孩子良好的德行。那學習習慣到底有哪些
？這邊我們各有各的說法，但是我看《弟子規》「餘力學文」，就
基本上講清楚了。我們來看十六種：閱讀、立志、謙虛、嚴謹、準
確、反思、見意、有秩序、身端正、心專注、字工整、教材核心、
訂立計畫、愛惜書籍、恭敬老師，一共有十六條。十六條在孩子的
不同時期，我們培養他不同的習慣。後來我也到各地去給大家匯報



、講課，培養孩子這些方法，也無非就是照著《弟子規》這十六種
方法去培養孩子。後來對《弟子規》就生起了無限的信心，特別是
前邊我們六項：孝、悌、謹、信、汎愛眾、親仁，德行培養裡邊包
括定力，這樣的話，教育裡三個方面內容，就是孩子的德行、定力
和科學知識，就是才學培養基本上都有了，而且又非常簡單、非常
明瞭，所以對《弟子規》生起了無限的信心。是因為這樣自己一個
經歷，所以就有這樣一個發願，一定要去弘揚中華文化，傳播《弟
子規》。
　　自己三年帶孩子有三點體會：第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的孩子，
不教是肯定不行的。為什麼？因為現在我們的德育，就是八德教育
、倫常教育是弱化的，尤其是在我們學校。那孩子不教，沒有德行
，肯定將來人生會犯錯誤，會有硬傷；等他有硬傷之後，我們再回
頭，再來補救，就已經損失很大了，所以沒有必要。再一點，現在
我們作為家長，「至要莫若教子」。就是家長如果沒有教孩子，我
覺得我們是沒有盡到責任，沒有敦倫盡分，所以孩子不教是不行的
。第二點，就是現在的孩子確實很難教。一個是我們現在整個的社
會風氣對於孩子的成長不利，再加上我們家庭環境，特別是比如說
我們父母自身的德行，我們的家風如果不是很正，那對於我們孩子
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我們現在看，比如說孩子，剛才我聽潘老師
講，現在這些孩子這八德，特別是我們恭、敬、孝、禮，恭就是禮
敬，廉就是節約。這些方面是因為家長做不到，所以孩子，你怎麼
講，他是看到你那麼表演給孩子，最後的結果，孩子也會走向歧途
。所以家庭環境也不好，再加上這個教育確實有規律，我們不能是
憑空想像，如果我們缺乏智慧，確實這個教育的方法找不到，那麼
孩子是很難教的。再有一點，就是孩子是一定可以教好的。人人可
以成為聖賢，只要我們找到了正確的方法，製造了內容，那麼每個



孩子都可以成為聖賢。因此，我們在座的各位家長、我們在座的很
多教育工作者要堅信，只要是我們按照中華文化、按照《弟子規》
的做法去做，你的孩子一定可以成為非常優秀的人。
　　好！這是緣起。因為有這樣一個想法，我們在二００八年十二
月二十七號，到中國教育學會立項為「國家科研重點課題」。這個
課題是我們從九五到十五、到十一五，過度到十二五一個持續研究
，以「文明禮儀」為主題的一個科研重點課題。這個課題當然有編
號，然後我們有課題負責人。因為可能很多我們在座的各位朋友，
不是特別清楚。國家級課題，就是說一個科研課題，我們這個地方
它不是一個行政命令，是一個科研課題。我們希望通過科研課題的
運作搭建平臺，完善課題內容，使我們德育教育的時效性在中小學
有一個抓手。這個課題我們是整合了國家第一位禮儀特級教師，目
前也是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禮儀特級教師。貝老師也是我們國
家第一套幼兒園到高中禮儀教材的作者。另外，我們把教育部原來
基教司德育處的孫處長，就是孫業策老師，也做為我們的學術總顧
問。當然課題組還有大量的全國各地的德育專家，包括我們很多中
華傳統文化的這些老師們。
　　這個課題，我們主要是想在全國建立三百所，一百所的幼兒園
、一百所的小學和一百所的中學，開展以《弟子規》德育教學研究
為代表的，中華文化子課題的推廣工作。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建立一批全國校園禮儀、中華美德，這種高級講師隊伍。因為我們
現在知道，中華文化的傳播是缺乏老師，我們現在想通過課題的建
設，在全國打造一批，致力於從事中華美德教育、校園文明禮儀教
育的這樣一些老師，去做這項工作。當然，我們還出版了很多的教
材。因為教學有三要素，就是教法、教師和教材。現在我們的教法
有，我們的教材也有，現在缺乏的是教師。比如說，我們這《弟子



規》系列子課題，這是由我們北京誠敬和教育機構在承接這個課題
。這個課題我們有九種的教學方法，比如說音樂，比如說經典誦讀
，比如說漢字，還有動漫以及太極拳。這裡邊我們都有很好的一些
教學方法，也有配套的一些教材，這樣的話，到學校去推廣《弟子
規》，就有更多的一些抓手。比如說我們的音樂教學，我們的書法
作品，我們的漢字、音樂、動漫等等一共九類。
　　這個課題在今年三月份被中國教育學會批准立項以後，允許在
全國發展子課題建立實驗校。我們做了這樣幾項大型活動：一個是
五月二十三號、二十六號，我們在全國的教育系統，有四百位中小
學的校長、幼兒園的園長，做了一次公益的講座，就像我們企業一
樣，我們也請這些老師，包括我們靳老師，好多這些老師們去做講
座。另外大家這幾天也在聽，比如我們王琦老師到大慶，我們也去
，大慶是油田教育中心下屬九十三所學校，有中小學，還有職業學
校，每個學校一個校長，一個德育校長再加上三名骨幹班主任，我
們做了三天的培訓，都是公益的。另外，我們前不久在南京召開了
中國班主任大會，有一千三百位全國各地中小學的班主任。那我也
去講，就是講力行聖賢教誨，陪伴孩子成長。大家也非常感興趣。
另外，我們今年十月份會在北京做全國總課題的啟動大會，到時候
我們會給全國第一批實驗基地掛牌。這些活動，比如說這是第一屆
校園文明禮儀論壇，這次大會。我想這是一個簡單情況，這項工作
應該講是一個非常大的工作，現在把它做下來了，我現在倒覺得這
個責任很重大，這個事情也非常有意義。
　　這個工作，大家知道應該是政府的行為，我們現在做只能說是
盡我們的全力，盡心盡力，因為是好東西。哪怕是我們的想法，哪
怕是只有一個孩子、一所學校、一個幼兒園能夠接受這種教育，我
們的課題組也就心滿意足了。所以我想我們是一心一意去做，但問



耕耘，不問收穫。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師、各位同仁，也能夠加入到
這個行列，我們共同去為傳承中華美德這項偉大的事業盡心盡力。
好，謝謝各位！
　　主持人：好，謝謝李先生的分享。我們下面請胡董做點評。
　　胡董：李總最後說了一個體制內的問題，這個確實很關鍵。其
實像我們這些游離於體制之外的民辦企業，這些老師們，這些企業
家們，做的這些工作，最後歸根到底還得落實到國家的體制內的層
面。大家就說，為什麼國家現在好像對這件事情老是沒有啟動，或
者不夠系統，或者力度不夠大，大家有這種著急的感覺嗎？有。那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中國傳統文化有辦法。大家想知道這個辦法嗎
？求感應。「人以善感，天以福應；人以惡感，天以災應」。我們
向誰求？向我們的真心求。求什麼？怎麼求？方法是什麼？至誠感
通。如果說今天國家對《弟子規》不重視，或者弘揚的不得力，問
題不在國家，千萬別埋怨政府，問題在於我們的心不誠，沒有感通
他。我們要反求諸己，什麼時候等我們的心誠了，至誠感通。《弟
子規》要救中國，「人以善感，天以福應」，我們求感應。求感應
第一步，自己做到了。謝謝大家！
　　主持人：我們謝謝胡董的點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