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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词大会》播出之后，有人
建议策划《中国对联大会》，寻找对联
界的“武亦姝”。这一下，将话题拉向
了中小学对联教育。

在儿童的启蒙阶段，进行对联、
诗歌以及相应的文化教育，古已有
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课”。
这是所有私塾的基础课、必修课。
可见，那时的教育有一个共识：少年
应识“联”滋味。

几十年来，我一直研究和整理对联
书目，却从未见过一本“对课”的教材，
不知道教书先生是怎样教对联的。鲁
迅的老师寿镜吾出“独角兽”，鲁迅对

“比目鱼”，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其实，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片段。我由此想到，
先生们的“对课”是很率性的，没有固定
的章法，各有套路，但学习的效果十分
明显。无论是文史哲，还是数理化，那
些大师级的人物，于诗词楹联都不是外
行，相当多的都还是大家。

如今，我们建立学校，倡导新学，
早把“对课”抛到脑后。过了百八十
年，大兴国学，让诗词楹联进校园，有
些爱好和熟悉对联的语文教师，率先
开设了对联课，反响很好，坚持了下
来，有的成为优秀楹联教师，有的学
校成为“对联教育基地”，也因此多了
一份荣耀。

我去过几所中小学，听过几节对
联课，为之感动、为之喝彩，也为之思
考：对联教育，如何做到既符合教学
规律，又符合对联规律。一言以蔽

之：少年怎识“联”滋味？
系统性与阶段性。理论上讲，学

生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都是
对联教育的范围，学生在这一成长期
学习传统文化，能够有利于语文教
学，培育母语感情，增强文化自信，提
升民族精神。但由于小学生年龄小，
知识和经历有限，只适合背诵一些东
西；而到了高中，学生又面临高考，时
间和精力也很有限；因此学习对联，
可能是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二
年级最为合适。小学五年级之前主
要做文字准备，五、六年级重点学习
字词和对仗，初中一、二年级学习平
仄和作法，让对仗的趣味性引导学生
入门，不要一开始就让平仄把他们挡
在门外，让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对联教材与语文课本。近年来，
各种针对中小学生的对联读本、教程
类出版物不下 40 种，各学校的自编
教材更是难以计数。这些教材的共
同特点是自成系统，另起炉灶，与语
文课本关系不大；就其体例而言，多
数是成人教材的简化、口语化。这样
的教学，将大部分语文教师排除在
外，只有一些入门不久的教师能担当
重任，而一些学生可能并无太大的兴
趣，致使对联教学缺少活力。我认
为，对联教材应围绕语文课标编辑，
使对联教学成为语文教学的补充和
扩展。这样，全体语文教师都能担任

“对联教师”的角色，解决了师资问
题，学生在语文课上学习对联，也变

得轻松许多。
课堂教学和个人自学。这里说

的课堂教学，是正常的语文课之外，
带有讲座式、答疑式的教学手段，是
语文课上关于对联零散知识的串讲
和总结，有中心，有主题，自由发挥，
生动活泼。在对学生普及教育的基
础上，教师发现“尖子”，给予特殊指
导，让学生学出兴趣，学会自学。

学习知识与走向社会。古人的
训诫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今
天的话说，就是课内课外相结合，理
论实践相结合。对联的实用性和社
会化功能，已经决定了学生必须“走
出去”。走向哪里？一是到当地和附
近的文化景点，到那些有古建筑、有
楹联、有故事的地方，从抄录楹联和
诗词碑文等方面开始，实录、释疑、讨
论、鉴赏，让学生从小养成这种好习
惯，受用终身。二是在春节期间采
风，学生记录所能见到的春联，比较
优劣，评出精品，学习应用；即使见到
的春联多数是从市场上买来的，也要
抄录、比对，这些内容、对仗、平仄方
面存在的问题，对今后的对联写作会
有警示作用，也是一份“教材”。

我生之也晚，不知“对课”为何物，
而新时代的中小学对联课程建设也一
直处于摸索阶段。因此，为了传承对
联文化，让学生徜徉在“联海”之中，还
有赖于教师的实践和创造。

（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中
国楹联学会创建人）

摸索“对课”为何物
□常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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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征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作为

教育工作者，做好传承、普及、弘扬工作
义不容辞。在中小学阶段，可以开设哪
些课程？在课程建设和实施方面又有
哪些经验？周刊将陆续推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系列选题，选题将涉及诗词、
对联、书法、儒学、经典诵读、文言读写、
地方剧等课程，欢迎各学校和教师投
稿，介绍设置“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方
法和经验，周刊将择优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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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于民族文化沃土的课程
□张瑾颖 周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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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一副对联，引出文化万千。如今，许多学校都开发了楹联校本课
程，开展丰富多彩的楹联活动，积极打造楹联视觉文化，并把楹联写在校
园的各个角落。楹联教育，如何做到既符合教学规律，又符合对联规律？
本期，我们关注以下几所学校的实践探索。

2003年起，学校就开始创新楹联教育理
念，营造浓厚的楹联校园文化氛围，构建特
色校本课程体系，开展丰富多彩的楹联教育
活动，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和道德修养。

校园中，各建筑物的门柱悬挂着由全
国 26 位著名楹联家、书法家撰书的牌匾，
一副副或隽秀、或飘逸、或端庄的古朴联
墨，浸润着学子的心田。宣传栏中，《楹联
知识》《楹联故事》《楹联专栏》等向学生展
示着楹联发展的历史、楹联趣味和楹联艺
术，图文并茂。佳作栏内，张贴着学生获
奖的对联作品。班级里，教室两边挂着励
志联，催人奋进。各层楼梯口悬挂着“诚
信为人，绵延道德三千字；义仁处世，谱写
文明一部书”“友善飞歌，夏酷冬寒知冷
暖；和谐竞彩，南来北往尽亲情”等对联，
激励学生成为诚信、友善的优秀少年。校
门的电子屏幕上，展示着学生撰写的每周
一联，闪耀着高中生青春智慧的火花。

2005年，学校编写了校本教材《中学生
对联入门》，作为高一年级的校本课程，每
两周一节课，教师讲授关于对联历史、格
律、创作与欣赏等内容，以历史名联感悟对
联的艺术魅力，以对联故事导入讲解对联
的联律，以获奖对联赏析讲解对联的创作。

为了加强对联的积累，学校为高一、
高二学生编印了《高一经典名联诵读》和

《高二经典名联诵读》，早读时间诵读，感
受对联的声律美,领略对联语言的无穷奥
妙。教师还以对联闹课堂，引用对联“率
八千子弟，制章邯，灭暴秦，建王天下，金
瓯独霸归西楚；凭一瓣真淳，释刘季，悲垓
下，谢首江东，豪气长留在世间”，当作《项
羽之死》教学的导入；用“奋勇当先，勇破
秦关惟霸王项羽；足智多谋，智取咸阳看
高祖刘邦”，概括《鸿门宴》课文的主题和
主人公形象。课堂因此变得更加活跃，学
生也有了更多的思维碰撞。

为了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高
二、高三学生组建了楹联学社，开展丰富多
彩的楹联活动。博古论今的名家楹联讲座、
妙趣横生的对联擂台赛、励志奋进的每周励
志联征集、寻找春天脚步的春联征集等活
动，调动了学生胃口，也让学生乐在其中。

学校还定期举行“现场对联擂台赛”，
选出 8个方阵进入复赛，每个方阵 8个人，
评委现场展示对句；8个方阵，现场查阅资
料，潜心研究，一起对出最佳的对联，学生
兴趣盎然，气氛活跃。“不摆谢师宴，对联谢
师恩”，高三学子以一副对联感谢师长，并
请书法家写成作品送给教师。两行文字，
一缕墨香，一片真情，绛帐春暖，学子品高，
书写了学校感恩教育的新篇章。

爱布教坛，薪火相传施化雨；联馨校
苑，李桃并茂笑春风。学校扎根楹联这片
沃土，引领学生走进传统文化艺术殿堂，
品味楹联艺术的无穷魅力，楹联艺术之花
在学校灿烂绽放。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莆田市第八中学）

“树木无私，唯期以春华秋实；育人
得法，所本为舜德禹行”。幽静的校园随
处悬挂着学生的优秀楹联作品，扑面而
来的楹联文化气息，展示着学校语文人
的教育成果。

其实，“联教”就是一种“诗教”。中
国有着源远流长的“诗教”传统，可以起
到陶冶情操、熏陶气质的作用，使受教
育者形成温柔敦厚的品质。十年来，学
校开发楹联校本课程，开展楹联进校园
活 动 ，走 出 了 一 条 楹 联 教 育 的 阳 光
大道。

开展楹联教育，必须要有适合高中
学生的楹联教材。我与赵爱萍老师参
阅了大量对联资料，引用了古今大量对
联作品，编写了校本教材《对联教程》作
为楹联教育范本。去年，我们又对教材
进行了二次编写，收录了师生们创作的
优秀作品，深受学生喜爱。

我们在高一年级开展楹联讲座，每
月一次；在高二年级开设楹联课程，两周
一课时。课堂上，教师有讲、有练、有评，
楹联教学循序渐进，并为学生建立楹联
档案。

在“联教”的探索过程中，我把楹联
学习分为3种形式。

以《对联教程》为教材，教师从基本
的楹联知识讲起，教会学生掌握对联的
基本规则，引导学生积累创作对联需要
的素材，学会创作对联。

语文课上，教师或以对联为课文导
语，或以对联为课文结束语，或把对联与
所学的知识联系起来。例如，我在上诗
词选修课时，就把诗词与楹联联系起来，
引导学生用对联表达诗词。再如，在上

《史记·项羽本纪》一课时，我用自己写的
一副关于项羽的对联，“风云渺也千秋，
叹垓下歌凄，乌江魂冷，英雄至此最悲
楚；胜败关乎一念，使项庄意逞，亚父谋
行，钟鼎凭谁偶姓刘”导入，营造生动活
泼的课堂氛围。

生活处处是语文，生活处处有楹
联。教师不仅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学习，
也从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中的人物、事
件中学习对联创作。例如，学生在寒假
创作春联，如“透窗花，观雪花，赏烟花，
花花相映；在人海，游书海，望云海，海海
交融”“玉杯贺岁声声喜；修竹映门节节
高”等。

与此同时，我们还开展了许多丰富
多彩的活动，使楹联教育蓬勃发展。

在校报开设《诗联墨韵》师生联作选
登栏目，每月一期。由我做编辑，负责收
录审阅师生的诗联作品，并对作品进行
点评。比如，以“壁上诗书散古香”为下
联，向学生征集上联。学生王晓丽的对
句是“窗前雨露滴清响”，我点评：“对句
巧妙化用孟浩然的诗句‘竹露滴清响’，
营造了诗意的氛围，且出对句一动一静，
幽雅清静。窗前听雨，壁前读书，雨声点
点，书香袅袅，构成了非常美妙的意境。”
这样精彩的对句还有许多，就是在师生
的这种互动中楹联教育进一步得到了
深化。

如今，学校已连续举办了 4届“爱花
护草文明警示语”征联活动，还举办了

“高考励志”“国庆古诗文诵读”“尊师重
教”等征联活动，充分展现了学生的对联
才华。

多年来，我深深感到，楹联文化春风
化雨般滋润着学生的心田，逐渐地熏陶
学生有君子之风，校园氛围也随之典雅
和谐。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夏县中学）

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
它所具有的人文价值、工具性价值、文
化价值、道德价值有利于积淀学生的
人文底蕴、培养语文素养、提高道德修
养。2009 年，我们学校开始开发和建
设楹联课程，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打
造学校文化特色。

学校积极打造楹联视觉文化，重
点设置了几个楹联教育集中展示区
域：传统文化长廊张贴历代文人的妙
语佳联，联墨长廊展示师生的优秀联
墨作品，楹联展厅展示学校楹联教育
的硕果。此外，学校还把楹联写在校
园的每个角落，一步一景，一景一联，
如春风化雨般浸润着学生的心灵。建
筑的柱子上也悬挂着对联，如乐趣楼
对联“娄水引朝阳，看一片新荷小小；
墨香添乐趣，听几声雏凤清清”，梅品
楼对联“聚娄江灵气，气腾书卷三千
丈；得梅品清风，风动墨香十二时”。
每间办公室门口张贴着教师的嵌名
联，如音乐教师孙作诗的嵌名联“作曲
声声传妙韵；诗情句句表诚心”，室内
墙壁上挂着古代励志联，如“日月两轮
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各个功能
室装饰着对联，如武术馆内有“培育丹
心，习文自可胸怀志；弘扬国术，尚武
亦能德润身”，因景而生的楹联时时可
见，处处生春。

为了将楹联教育落到实处，学校制
定了《楹联教育课程实施纲要》，明确了
楹联教育的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
内容、实施策略和评价建议，并组织骨
干教师编写了校本教材《娄水联馨》，在

五、六年级每周开设一节楹联课，系统
进行联律知识的学习。教师们积极探
索楹联课程的教学方法，初步形成了

“故事激趣——名联赏析——联律学习
——牛刀小试——点石成金”的楹联课
堂教学模式。

上课时，教师以历代楹联轶闻趣事
导入新课，同时引出故事中的名联进行
赏析，在赏析中引出相关联律知识，引
导学生掌握楹联的特点和创作规律。
这样的教学改变了学生学习理论时的
枯燥乏味，激发了学生的探究欲望。比
如，在学习平仄安排规律时，教师先以
郑板桥与童生韩镐论文的故事导入，引
出名联“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
润花”及“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
月花”进行赏析，再以之为例教学“平仄
交替、平仄对立、仄起平收”三个规律。
学生掌握了楹联特点后，教师通过修改
病联、对联寻亲、对句练习、成联创作等
形式让学生小试牛刀，循序渐进练习。
最后通过师生互动，对学生创作的楹联
进行点评修改，通过不断地推敲字词，
切磋琢磨，点石成金，提高学生楹联作
品的水平。

学校在扎实课堂教学的同时，积
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楹联实践活动，引
导学生在活动中学习楹联、运用楹联、
创作楹联。学校积极开展楹联大搜索

活动，引导学生在节假日搜集生活中
看到的各类楹联，回校后进行交流、点
评、赏析，发现错误的对联及时修改完
善；开展每周一联、对联考级活动，增
加学生的楹联积累；开展楹联擂台赛、
楹联故事会，激发学生学习楹联的兴
趣；开展各类主题征联活动，引导学生
走进校园、走进社会、走进生活的方方
面面，用楹联叙事抒情、表情达意。例
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楹联表达节
日祝福，如鸡年春联“课业勤攻，紫燕
翔空三小乐；晨光齐舞，金鸡亮嗓九州
欢”；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用楹联表达
远足的喜悦，如学生为世博旅游撰联

“拥抱世博欢乐溢；旅游上海笑容飞”；
学生为沙溪古镇采风撰联“黑瓦白墙
飘雨细；古情今韵醉茶香”……学生用
对句两行，表达童心看世界的美妙，感
受楹联文化的魅力，享受学习楹联带
来的快乐。

楹联教育课程，帮助师生将生命
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近年来，学
生参加全国楹联现场创作比赛、“诗词
中国”创作大赛、全国楹联夏令营等活
动频频获奖。今后，学校将进一步丰
富楹联教育课程，弘扬中华楹联文化，
传承祖国韵律的瑰宝。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太仓市新区
第三小学）

校园处处皆楹联
□吴正平

“联教”就是一种“诗教”
□张丹薇

课改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