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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兒童學習潛能-- 
讀經教育重要性與必要性                                                 

 
  



今日分享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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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潛能-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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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教材與教法 
 
3.讀經教育在
校園中的實踐 



前言 
•您希望孩子孝順嗎？ 

•您希望孩子能友愛兄弟姊妹或同學嗎？ 

•您希望孩子能尊敬師長嗎？ 

•您希望孩子有良好的品格嗎？ 

•您希望孩子有良好的行為嗎？ 

•您希望孩子知道如何正確做抉擇嗎？ 

•您希望孩子喜歡閱讀嗎？ 

•您希望孩子喜歡學習嗎？ 

•您希望孩子長大能成為對國家社會有用的
人才嗎？ 



 

聽到「讀經」 
 

您的想法是？ 
 
 
 
  

 前  言 



   
 
 
  

   
背書       體罰    

 不理解    

 八股    

    枯燥  

 
  

 文言文   
 
    無用     

 
  

  
 

香灰    

 扼殺兒童創造力  
 荼毒    



 

我…… 

曾經是個師院生 

現在是教師資生的老師 

也是兩個讀經孩子的媽媽  
 
  

   



      遇到一個會教讀經的老師，  
  學生是有福氣的！ 

 

         

隨喜我們能成為 
別人生命中的「貴人」！ 

 
  

 前言 



 一、我信: 
 
  21世紀教育改革新希望- 
             讀經教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iVtn9PfT64


上日下常 師父: 
 

教育是人類升沉的樞紐 
                   
                 

福智文教基金會創辦人  



教育的本質 - 生命提升、下沈 

• 聖人 
• 賢人 
• 君子 

• 士人(英雄、豪傑) 
• 庶人 

• 小人(卑鄙、無恥、貪婪) 
• 「衣冠禽獸」 
• 「禽獸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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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給我們關於「教育」的啟示： 

  

  

  

  
 

  1.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2.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3.凡學之道，嚴師為難。 

   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全球中文熱 







全球中文熱 
• 美國總統川普 外孫女學中文 
•美國總統川普的外孫女阿拉貝拉，錄製一段說中文影片，拉近

川普和習近平的距離，儼然小小大使，越來越多政商名流讓孩
子去學中文  

• 美國金融大鱷 羅傑斯女兒 學中文 
•金融鉅子羅傑斯，為了讓女兒說流利的中文，甚至舉
家搬到新加坡。 

• 英國最昂貴私立中英雙語小學 
•英國小喬治王子，也選中文當選修。 
•臉書創辦人馬克佐克伯多次在鏡頭前說中文，孩子也是從小開

始學習中文，對外國人來說，儘管中文講究捲舌咬字，學起來

不容易，但因為被認為是這個世代的重要溝通語言，在
名流二代之間，掀起了一股學習中文的熱潮。 



賴
思
佳 
九 
歲 
照 

大陸對讀經越來越重視 



大陸對讀經越來越重視 



大陸對讀經越來越重視 



大陸對讀經越來越重視 



大陸對讀經越來越重視 
 
語文出版社：初中語文國學比重或  
增至35% 
 
    “在新修訂的初中語文教材中，
國學篇目所占比重約增至３５％。”
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在此間召開的
２０１４亞洲教育論壇年會上向記者
透露，該社出版的中小學語文教材將
發生變化，新修訂的初中語文教材已
送教育部審批，這批教材已於2015年
９月開學進入學校課堂。 
 



賴
思
佳 
九 
歲 
照 

大陸對讀經越來越重視 



  
 

                    
                 

陸小學增八成古詩文 先識字再學拼音 
 

        

      新部編版教材強調四個標準：經典性、文質兼美、適
宜教學、時代性。 
 
    以變化較大的語文科目為例，負責初中國小第一學年
教材主編、北大語文研究所所長溫儒敏表示，一年級語
文把拼音學習往後推，先認漢字、再學拼音，且邊學拼
音邊認字。台灣使用注音符號拼音，大陸則用漢語拼音
。 
 
小學一年級語文的第一篇改成「識字」課文，教「天、
地、人、你、我、他」六個楷體大字，接下來是「金、
木、水、火、土」，「雲對雨，雪對風」；新教材一改
先學拼音、再識字的教學傳統，變化頗大。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2654278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2654278


  
 

                    
                 

陸小學新教材 先識字再學拼音 

       28日大陸教育部召開記者會，由教育部部
長助理、教材局局長鄭富芝等說明，此次由
教育部統編的義務教育道德與法治、語文、
歷史三科教材，究竟「新」在何處。       
     
    在台灣引發如火如荼爭議的12年國教國文
科文白比例，反觀大陸新版語文七至九年級
教材，則在各單元穿插安排「課外古詩詞誦
讀」欄目。 

 。 



台灣「國學教育」現狀起底： 
已不如大陸 

• 「中華傳統文化保存在台灣」，但台灣至今真的保存了很好
的「國學教育」傳統嗎？ 

• 小學國語課(即大陸稱的語文課)每周僅有5節的授課時數，
與過去9節時數相比減少近大半。 

• 以105台北市立國語實小使用的翰林版教科書為例，不僅沒
有教授任何如《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與古典文學
相關的正式課程僅有四年級下學期第七課「不識廬山真面目
」(蘇軾《題西林壁》)，五年級上學期第八課「古今西湖詩
選」，以及六年級上學期第八課「古詩文選讀」。在小學六
年的學習歷程中，只有三課的語文課程與傳統文化相關，真
可謂鳳毛麟角。 

•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38jqj3a.html 

 
 
 
 

 



 
9歲李尚容  談國學教育 



 李尚容年紀雖小，卻已讀完《易經》《論語》
《孟子》《三字經》《弟子規》《笠翁對韻》
等經典書籍。 

 她自幼習讀詩詞曲賦，四書五經等國學經典 

 5歲時就已經認識4000多個漢字，背誦700多首
古詩詞 

 6歲參加央視《向幸福出發》的錄製節目播出
後，引起強烈反響 

 7歲參加央視《中國詩詞大會》的錄製面對詩
詞題目，對答如流獲「詩詞達人」稱號  

 今年在《少年聽你說》欄目上尚容也發表了她
對國學的認識 

 https://v.qq.com/x/page/b0680mc9k7n.html 



對於為什麼學習國學(讀經) 

尚容也曾問過媽媽 

媽媽告訴她 

學校課本多數是教給我們知識 

但人的一生，大多是選擇題 

選擇什麼答案，人生就是什麼樣子 

這需要我們有很好的明辨是非的能力 

媽媽所能想到最好的方法 

就是讓她學國學 

 
 



 尚容說： 

在我眼裡,國學就像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 

裡面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智慧寶藏 

無論是誰擁有了它   都將成為真正富有的人 

 

她認為：國學教育不昂貴，但很奢侈 

沒有長時間的學習是不會體會到樂趣的 

尚容還告訴大家 

國學經典其實不難讀  朗讀和背誦是最好方法 

最好是在沒有難易概念時 多讀多背就可以了 

現在不理解也沒關係  不久之後你會發現 

大腦中就像住進一個智慧的老者 

會時時幫助你解決生活中的難題 

 
 



  「得語文者得天下」 
 

       是……真的嗎？ 
 



學習一切知識，以及大部分現代技能，
都必須具備較高的閱讀理解能力。 

不管你從事什麼行業，閱讀和寫作都是
能夠給你大大加分的兩項技能。在未來
的世界裡，這種趨勢將越來越明顯。  
缺乏閱讀能力的孩子，將很難突破閱讀
的天花板，自己的其他能力，也很可能
會受到制約。 

 

         得語文者得天下 



    讀經教育的優點 



  

傳統兒童教育的主要模式 
 

1994年王財貴開始宣導讀經教育 
讀經教育的 

歷史淵源與發展  

讀經教育形成一股風潮，體制外的 
讀經實驗教育與讀經書院紛紛成立， 

扮演著培育未來國家棟樑的角色 

1912年廢除讀經科  

一、我信 

1993年日常老法師在僧團推動經典背誦 
1997年福智文教基會開辦兒童讀經班 
民間團體也紛紛成立讀經班 



一、我信:讀經教育理論與內涵 

內容 方法 

中西經典 推薦  三百讀經法  小學6年 

 
中文精典 

四書 
五經 
唐詩 
古文 

英文經典 
聖經 

英文名著 
莎翁十四行詩 

 

儒家之本:
論語 

道家之源: 
老子 

文學瑰寶: 
唐詩 

 

每天100字 
念100遍 

給他100分 

可以熟讀: 
論語  孟子 
大學  中庸 
老子  莊子 
詩經 唐詩 

弟子規 三字經 



 
有一種智慧叫做 

「會跟」 

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 

  
 
  

   



揭秘：傑出人物成才奧秘 
•為什麼要學習經典？ 
   １、揭秘中國幾千年傑出人物成才奧秘： 

  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諸葛亮、孫中山、梁啟超 

    胡適等……傑出人物成才的共同特點； 

   ２、猶太人成才奧秘： 

  猶太人總人口1600萬，占世界總人口不到3%，在全世界   

    68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中，共有138位猶太人或猶太血統 

    者獲獎者。 

 



大師輩出的古代語文教育，背誦為主 
•語文能力的培養很簡單，讀一本有份量的書 

•讀書讀了十年，十幾年，閱讀與寫作能力仍然很差？ 

     主要原因是學習不得法。 

 

•語文教育的彎路:「字詞教學」 

•古人學習語文，直接面對的是篇章。今天，我們斤斤計較
的卻是「字」、「詞」。我們總是認為，篇章的基是「字
」、「詞」，因為文章是「字」、「詞」組織起來的，所
以，要學好文章，就需要打好基礎，於是，我們把主要精
力都放到字、詞的積累、分析與研究上了。於是，我們指
導學生積累字詞，讓他們掌握各個詞的基本含義、引申義
……考試主要也是考這些。這是上了語言學家的當。 

 
  



大師輩出的古代語文教育，背誦為主 
• 文章閱讀與寫作能力，固然得認識一些字，但主
要是通過閱讀好的文章才能提高。而且，這一過程
恰恰又是進一步理解字詞的過程。就是說，必須是
通過文章閱讀、背誦，才能掌握字詞。這就好比是
，鍛鍊身體，固然也表現為肌體的細胞的健康，但
我們不能是一個一個地「鍛鍊細胞」。 

 
 

• https://www.xuehua.us/2018/12/24/%E5%A4%A7%E5%B8%88%E8%BE%88%E5%87%BA%E7%9A%84%E5%8F
%A4%E4%BB%A3%E8%AF%AD%E6%96%87%E6%95%99%E8%82%B2%EF%BC%8C%E8%83%8C%E8%AF
%B5%E4%B8%BA%E4%B8%BB/zh-tw/ 

 

https://www.xuehua.us/2018/12/24/%E5%A4%A7%E5%B8%88%E8%BE%88%E5%87%BA%E7%9A%84%E5%8F%A4%E4%BB%A3%E8%AF%AD%E6%96%87%E6%95%99%E8%82%B2%EF%BC%8C%E8%83%8C%E8%AF%B5%E4%B8%BA%E4%B8%BB/zh-tw/
https://www.xuehua.us/2018/12/24/%E5%A4%A7%E5%B8%88%E8%BE%88%E5%87%BA%E7%9A%84%E5%8F%A4%E4%BB%A3%E8%AF%AD%E6%96%87%E6%95%99%E8%82%B2%EF%BC%8C%E8%83%8C%E8%AF%B5%E4%B8%BA%E4%B8%BB/zh-tw/
https://www.xuehua.us/2018/12/24/%E5%A4%A7%E5%B8%88%E8%BE%88%E5%87%BA%E7%9A%84%E5%8F%A4%E4%BB%A3%E8%AF%AD%E6%96%87%E6%95%99%E8%82%B2%EF%BC%8C%E8%83%8C%E8%AF%B5%E4%B8%BA%E4%B8%BB/zh-tw/


兒童讀經的好處  
你知道有哪些嗎？ 



讀經之後到底對孩子           
有多少好處？ 

知識   專業知識 
品德   為人處世之道 
 
2套系統都要並行建立 



   專業知識需要 
 很強的背誦記憶體 
 
   為人處世之道        
 注重德行之培養 



 
學習聖賢經典 
就是讓孩子 

德行好又有智慧 

企業界選才 
 德行好又聰明且有能力者  



一、我信：讀經的好處 
 一.語文能力方面： 
 

   （一）拼音能力：至少如正常 

   （二）識字量：小一小二開始讀經者， 

           2年內識完6年字量               

          ﹝3000個常用漢字﹞。 

   （三）寫字用字量：比正常好 

 （四）查字典詞典能力：正常。  



 （五）背誦詩文量： 
   無論任何年級開始，平均每天背誦100字， 
   一年以250天計，一年內可背誦25000字，           
   終身受用不盡矣。自一年級讀經者，    
   至六年級，背誦量達十五萬字以上。 

（六）閱讀量： 
     讀經教學一個學期以後， 
     其語文能力明顯提昇，高於一般  
     水平。 
（七）作文能力表達：高於一般水平。 
 
（八）口語交際能力：高於一般水平。 



二.其他教學效果： 
 
（一）對各科能力之保障： 
第一學期之內如平常水平，一年以後，超過正
常程度十個百分點以上。 
 
（二）性情品德：性情開朗，自信樂觀 。 
 
（三）自學能力：有明顯的提升。 
 
（四）學習態度：明顯改善。 
 
（五）創造能力：明顯提升 
 
（六）整體學習環境： 
   因為學生品學兼優，管理與教學日漸單純。 
 



學習經典的十大好處（一）  
 １、記憶能力：輕鬆背誦大量經典； 

 ２、識字能力：輕鬆認識數千漢字； 

 ３、閱讀能力：建立廣泛閱讀興趣； 

 ４、理解能力：增加綜合理解能力； 

 ５、語言表達能力：鍛煉良好的口才； 

 ６、行為習慣和自信心：良好的學習習慣； 

 ７、道德修養：道德修養自然薰陶； 

  

 



學習經典的十大好處（二）  
 

 ８、外貌氣質：腹有詩書氣自華。 

 ９、正音訓練：每天的口舌運動， 

                訓練國語流利標準。 

 １０、思維能力提升：大格局形成。 



兒童讀經學習成效 
•提高學習成效、提昇學習能力： 
提升記憶力、增進日後理解力、加強閱讀能力、思考
觸角多且廣、提高語文能力、口語表達能力好、提升
作文能力、增加語彙、識字、較易瞭解文言文、提升
專注力、持續力增加、開發理性等。 

•生活常規、行為儀節 ： 
涵養性情、修身養性、比較懂事、不和別人計較、容
易靜下心來、達到自我規範、自我要求、具有反省能
力、易於接受他人指正、懂得兄友弟恭、體諒別人、
具有羞愧心、在家表現好、師生間互動良好、同儕間
互動良好、班級常規良好、整潔、秩序得名、家長產
生自信心、自己比較有自信心、增添生活情趣等  

•存留文化、導正社會風氣   



       兒童讀經與潛能開發 
一、智力、記憶力、理解力、創造力、品格力、 
        表達能力——“六力”齊挖掘  

       背書，如果是為了要應付考試或者是躲開師

長的責罵，這種傳統的教育方式一直在壓榨學生

的左腦，同時忽略了右腦的開發，對於一位正在

學習、成長的小孩來講實在不理想。因此，近些

年來，由於越瞭解左右腦功能，在教學方面就出

現更多合乎人性並具潛能開發價值的新觀念、新

做法來倡導，目的是要能達到左右腦平衡，藉以

提昇記憶力、理解力、創造力，期使人類的智能

做最大的發揮。 

 

 

 



   研究表明： 

 通過誦讀國學經典，兒童的識字能
力會明顯提高，識字量明顯超過同
齡的孩子。兒童在朗誦和學習國學
經典的同時，也能領略到優美的文
字藝術，為今後學習語言打下良好
的基礎，同時也能培養孩子良好的
閱讀意識、閱讀興趣和閱讀習慣。 



 

     兒童讀經的過程跟唸唱很類似，眼睛
看著文字，透過視覺來刺激右腦運作，而
唸唱的律動也啟動了右腦運作，至於辨字
方便記憶則是左腦的運作，所以整個讀經
的過程恰好動用了左右腦的運作功能，使
左右腦運作可以同步運作，根據一項研究，
左右腦能夠有同步效用的時候，學習能力
可以  增加２到５倍。 

 

   



  

  讀經能培養小朋友的注意力跟創造力及記憶
力和理解力，也可修身養性。 

  訓練孩子的記憶、培養耐性、穩定性…等，
對未來上國高中後的國文都有很大的幫助，
會更容易去理解原文其中之意，如果剛好又
背過，就可以輕而易舉的再次將它熟記。 

  父母自己就可以買書來陪孩子唸讀不必花這
筆錢，以後孩子要學的更多，把錢留著以後
可以好好栽培孩子。  

 

兒童讀經與潛能開發 
 



二、兒童「思想品德課」的啟蒙老師  

  國學經典中有很多寶貴的為人處世的
道理，比如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
子乎？”“三人行，必有我師
焉”“凡出言，信為先”等等。孩子
在誦讀這些朗朗上口的語句時，不僅
能夠識字認字，更是在潛移默化中學
習了我國的傳統美德，為培養其良好
的人文素養和道德品質打下堅實的基
礎。  



三、促使孩子養成良好的行為生活習慣  

      當前，很多孩子都是獨生子女，由
於家長的寵愛和疏忽，以及社會環境
的影響，不少孩子養成了不良的行為
習慣：自理能力差、依賴性強、心裡
不成熟、任性、以自我為中心等。而
《三字經》《弟子規》《論語》      
《千字文》等經典恰恰給出了解決這
些問題的方式方法。通過延展經典的
內容，在生活中實踐家長就能輕鬆地
幫助孩子學到為人處世的原則和方法，
養成良好的行為生活習慣。      

       



兒童讀經— 

 參酌古典教育  再造文化人才       
      其實，這是祖先所提倡數千年的     
教育理念，既一舉而對個人與社會 
有多種利益，又合乎人類學習心理 
的自然發展。 
 



貳、台灣讀經教育的緣起 

一、全球中文熱 
二、台灣學生語文能力日益低落 
三、王財貴先生從理論與實際證實其可行。 
             個人思考25年； 
             家庭實驗10年以上； 
             1994年正式向社會推廣 
           （於台中教育大學服務期間） 



王財貴先生簡介 
• 1949年4月10日生，臺灣省台南縣山上鄉人。 

 
• 1969年台南師專畢業；（台中市逢甲國小教師） 
 
• 1979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 
          
       （臺北市復興國民中學國文教師） 

 
• 1989年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畢業； 

 
• 1997年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畢業； 

 
師事掌牧民先生；師事儒學大師牟宗三先生； 
 
師事書法家王愷和先生； 
 
• 財團法人臺北市全球讀經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系專任副教授 

 
 



2001年王財貴教授受邀 於北京師範大學擔任講座 
 
•這一場演講，使無數父母痛哭流涕； 

•這一場演講，使無數兒童一生受益； 

•這一場演講，解決您和孩子面對教育的一切問題。 

 

•這場演講被命之為 

     「一場演講 百年震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qYmnFiaD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qYmnFiaDA


一.讀經教育的基本理念 

（一）讀經雖以記憶為主，

但不排斥理解，並且希望由於深

沉的醞釀，而有助於其思想之縝

密。 



•荀子：「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 。」  

〈勸學〉 

•蘇 轍 ： 「 讀 書 百 遍 ， 經 義 自 見 。 」       

〈欒城先生遺言〉 

•朱子：「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 

〈朱子語類〉 

 



“死背”將來才能“活用” 

要學醫科記憶力要好 

要學律師記憶力要好 

要學音樂記憶力要好 

學下圍棋記憶力要好 



年齡 

理
解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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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誦經典的過程，腦波

會由β波轉變成α波   

 

α腦波增強之後的學習效力， 
約為β腦波活躍時的5~10倍。  

大腦 

活化 

    

 



   
  好處：讀經能幫助左右腦平衡、讓

頭腦常處於α波狀態，可增進腦力開發，
包括記憶力、專注力、理解力、品格
力、創造力、等，也就是讓孩子的  
潛能更有機會發揮。 
 
『中醫師林助雄博士 』 

  



（二）讀經雖以古文為主， 
但不排斥白話文，並且相信由於

古文能力的增強，必大有助於其

白話文的鑑賞與寫作。 



•何謂「白話文」？ 

    依胡適之先生的說法，即是：「我手寫我口。」

也就是說話時用的語言，這種語言是比較淺白的。 

 

•何謂「文言文」呢？ 

    就是寫文章時用的語言，這種語言是比較精鍊的

。孔子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左傳·襄公

二十五年》意謂言語若沒有文采，就傳播不遠。  
    



•所以，若能把我們口頭所說的白話加以精確化、 

簡捷化、優美化，便可以形成一種典雅的文章語言

，叫作文言。 

•古聖先賢所遺留下來的典籍，幾乎都是以文言文寫

成，因此要傳承古人的智慧，最好學會文言文，而

文言文學會了，白話文自然就容易了。 

•清末民初一些白話文大家，都是讀文言文寫的古書

長大的。如徐自摩、朱自清、錢鍾書、 

  沈從文、魯迅、老舍、林語堂、梁實秋皆然。 



  即連提倡白化文最力者如胡適之先生也曾自述云

：「四歲時便讀父親所作的詩。五、六歲上私塾

還是讀古文。……大概在十一歲時，我已經能夠

自己看古文書了。我看《綱鑑易知錄》，又看 

《御批通鑑輯覽》，並點讀《資治通鑑》。這便

是我研究中國歷史的第一步。」《四十自述》 

可見他也是讀文言文而奠定其日後學問之基礎。  

 



經典(論語)•文言文‧高度語文 教科書(國語)•白話文•生活語文 

識字量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 

 

•在恰當的時機內（13歲前）熟背深刻雋永
的詩文，便可一輩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高度的會了，低度的自然也會了。 

 



（三）讀經雖以中國文化為

主，但不排斥西方文化，並且期

待由於理性的開發，而更有能力

去吸收融貫西方文化。 



•王財貴教授曾表示：想要徹底而深入的吸收西方文

化，也須自己先打好基礎來！否則，所吸收的必停

留在浮淺而枝末上，這大概是中國費了七八十年時

間，而並未學得西方精髄的緣故罷！ 

•所以，消極的「全盤西化」的夢，應該醒了，而代

之以「全盤化西」。「化西」的意思是「消化西方

」。……當然，要達到這個理想，必先要健全自我

的文化體質和胃納，自己健全了，才足以言「消化

」。而要健全自我的文化體質，「讀經」正是一條

便捷有效之路。提倡全民讀經，正是恢復國族文化

活力的契機。 《兒童讀經教育說明手冊》   



 

•所以，王財貴教授編纂之讀經誦本不僅包括   

中文經典，如四書、五經、唐詩、古文，還包括

英文經典，如《聖經》、《柏拉圖對話錄》、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西方名著選》等。其

目的便是希望能藉由長期浸潤於中西經典之研習

，以期培養出學貫中西、道通古今之文化大才。 

 



邁入地球村的時代， 

要有國際化的視野。 



三、讀經教育的理論架構 

（一）把握教育的時機 ： 

問：談教育的時機要注意兩個問題： 

1. 「教育應該從什麼時候開始？」 

2. 「教育開始的時候要完成哪些    

       人生的基本能力？」 
   

 



  答： 

  1.胎兒時期就可以教育了。 

  2.西方是從科學的角度來說明胎兒的腦神經已

經開始發達，可以開始接受我們的教育。東

方，尤其是中國，是從心靈的角度來給胎兒

做良好的性情品德的教育。所以東西方這些

胎教的理論合起來，就可以讓一個人 

  頭腦聰明、性情平和、理想高遠、才華卓越。 



胎教的可行性 

    1980年，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心理學家安蘇尼．狄
卡斯巴，用實驗證明剛出生的新生兒記得母親的聲音。 

 

他請懷孕的婦女們分別用錄音帶將「國王的新衣」、
「小紅帽」等故事，錄成錄音帶，在懷孕的後半期大
約兩個月的時間內，每天讀三次給胎兒聽；研究者還
分別讓每個孩子聽三種不同版本的錄音帶。 

 

結果：新生兒聽到自己在媽媽胎內所聽到的故事時，
心跳節奏明顯改變。 

 



胎兒腦細胞發展三階段 

 

     懷孕前8週 腦細胞形成期 

•據《打造黃金腦》作者美國著名神經權威麗絲•艾略特研
究顯示，神經胚形成約是在卵子受精後的第19天，也就是
媽媽發現受孕成功的階段，胎兒的腦部組織就開始形成。 

    懷孕20週左右 腦細胞增值期 

•胎兒的聽覺、視覺等神經系統陸續發展。 

•為媽媽與胎兒互動最有效的階段，最適合給予胎兒良好的
刺激，讓他形成良好的神經迴路，協助腦細胞逐漸朝向良
性發展。 

   懷孕30週左右到出生後 腦成長活潑期 
•腦部基礎在懷孕４個月左右就完全成形。 

•影響腦神經發展的神經元會持續進行樹狀突觸直到出生後
約3歲左右。 



神經元=樹突+細胞核+軸突 



突觸越多，人越聰明 

    腦神經系統中，最先發育的為聽覺神經。透

過有益的生波來做胎教，可以使胎兒腦神經元增

多，樹突稠密，突觸數目增加，甚至使原本無關

的腦神經元互相連通。 

    1981年陝西柞水縣某鄉調查發現，百分之十

九智力低下的兒童，絕大部分是缺乏外界刺激所

引起。 

 



 





•明儒陸桴亭云： 

「凡人有記性，有悟性。自十五歲以前，

物欲未染，知識未開，多記性，少悟性；

十五歲後，知識既開，物欲既染，則多悟

性，少記性。故凡所當讀之書，皆當自十

五歲前，使之熟讀。」〈陸桴亭論小學〉

（錄自陳宏謀《五種遺規》） 



兒童讀經三階段:贏在起跑點 



                           打定基礎 

•人生只有一次 

 

•基礎不夠， 

  不能重來。 

 

•根深則葉茂， 

  水漲則船高。 

 



（二）重視教育的內容 ： 

  問：我們要教給嬰幼兒什麼東西，才能

夠使他有良好的收穫，才能夠引導

他成為一個才華卓越、品德高尚的

人才？ 

   



答： 

1.從胎兒開始就可以接受中西古典音樂的薰陶，既

豐富又優雅，讓這個孩子頭腦既聰明，性情又平

和。 

2.出生以後就開始看世界名畫，那些豐富的色彩，

和諧的構圖，就可以養成他一輩子美術鑒賞的能

力。 

3.更重要的是語文教育，可挑選中西語文經典，為

孩子打下深厚的基礎，傳承古聖先賢的德慧。 



（三）注意教學的方法： 

   問：教學的方法要怎樣來拿捏，

才能符合教育的根本原理呢？ 

     



答： 

1. 科學類的科目：如數學、物理、化學等，“懂了才教，

教懂才有用”，教不懂也沒關係，以後再教還來得及，

因為人類的理解能力越長大發揮得越好，這叫做“學習

能力遞增原則” 。 

2. 非科學類的科目：如性情、氣質、品德、美感、智慧

的教育 ， “不懂也可以教，教不懂也有用” ，於不

懂的時候就要趕快教，要等到懂了再教就來不及了。因

為像這些學習都是人生非常重要的課題，一旦錯過時機

很難有成，這叫做“學習能力遞減原則” 。 



  根據心理學家的研究，人類有兩大學習

能力：記憶力與理解力。 

1.6歲至13歲：是記憶力發展的黃金時期。 

2.13歲之後：理解力才會有長足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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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誦經典的理由 
  
（１）存入大腦 進入潛意識 

 

（２）影響人的思維模式 

 

（３）對性情與品德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 

 

（４）提高見識 開闊胸襟 



楊振寧 
 
1957年諾貝爾獎物理學得主 

   九歲的時候父親已經知道我

的數學能力很強，如果教我解

析幾何和微積分，我一定學得

很快，會使他十分高興，可是

他沒有這樣做。 
    

父親請了一個歷史系的學生丁則良來教我《孟子》。 
 
中學的年代，我可以背誦《孟子》全文，這奠定了我後來立身
處世之基礎。 



比爾．蓋茨 
微軟創辦人，世界首富 

七歲的他就能非常熟練地背誦《聖經》裡面的〈馬太
福音〉。 
    〈馬太福音〉是《新約》裡面最長的一章，大約有

３萬字，相當於６本有5000字的中國道家經典《道德

經》。背誦《聖經》的經歷，在他以後一系列輝煌歷

程中佔有極其特殊的地位，為蓋茨成為世界首富打下

了堅實的文化基礎。  
 



李龍兌 
 
—韓國最大電腦公司 
                        TriGem 創辦人 

•平時勤練書法，並且用漢文做詩。在兒子赴美攻讀物
理學博士前夕，他要求兒子熟背論語。 

• 到了出發的時間，又認為兒子對論語的了解不夠深入，
要求兒子延遲赴美行程。  



馬友友 
 華人的驕傲—大提琴家 

      四歲學大提琴，他的父親馬孝駿博士規定他每天

背誦巴哈樂譜，每天只練兩小節，但是一定要背好。 

    馬友友回憶兒時的情景說：「我必須拉得很正確

，如果有錯誤就要把同樣一個樂段反覆拉三次。」       

    日後，在任何場合，馬友友都能背譜演奏完整的

巴哈音樂，信手拈來，完全不需要準備。  



 
 
    就像個不斷刷新紀錄的學術界名人，1958年
生，13歲以全國第一名考上巴西醫學院，一年半
的時間拿到美國洛克菲勒大學醫學博士（一般至
少需五年）； 21歲取得紐約洛克斐勒大學生化
博士及comell醫學院醫學雙博士 
    27歲當上系主任，後來更受聘為美國國家衛
生研究院（NIH）癌症研究所諮詢委員。             
現任：長庚生技中心董事長 
 

 
 
 

 楊定一博士 



 

   楊定一更針對讀經班的兒童做了研究，發現 
這群孩子比沒有接觸讀經班的兒童記憶力更強，
身心也因此變得寧靜安詳，注意力也轉為集中，
甚至能激發孩子的創造力表現，鼓勵孩子參加 
讀經另一項原因就是開啟兒童的智慧。因為聖賢
者經典的啟發對於孩子來說，會有著終生的影響。
他也強調，這些流傳千古的文萃其實不單是一種
知識而已，而是一種「智慧」，可以給予兒童 
行為、思考、生命價值以及人生觀上有著鉅足的
影響力。       

      
     他還建議，讀經朗誦不需要刻意解釋字的 
涵義，因為大人往往會帶著自我的意識去解讀，
反而無法發揮最大的作用。  

 



      在美國時，楊定一更積極推動兒童要讀經。這是一個『潛

移默化』對孩子將來的行為有很大  改變』，楊定一認真地說。 

   在台灣，他更鼓勵小孩子朗誦《論語》. 《老子》等經典，
第一個小朋友進到教室裡， 陸續進來的孩子再加入朗誦，教室
中充滿專注 祥和，老師進到教室，就能接著上課。 

 
• 楊定一:要讓14萬學習障礙兒童變聰明 

• 出處：2006年8月號《遠見雜誌》 《遠見雜誌》第242期 

•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2301.html 

 

• 網路搜尋: 楊定一  讀經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2301.html


 



反覆一百遍 
•隨時隨地、時時刻刻，善用零碎時間。 

 

•地點不限、方式不限、時間不限： 

  ex. 

  不一定要正襟危坐、一氣呵成 

  零碎可以織錦 

  午睡可以聽經、遊覽車上可以接龍、 

  邊遊戲可以邊讀經。 

 

•好的廚師做菜不放味素：老實為上。 

 



 



 



 



 給他一百分 



  
     讀經教育研究分析 
         與實施現況 
  



「1986-2010年海峽兩岸讀經教育        
碩博士論文綜合分析研究」  
   
出處：鵝湖月刊第三七卷第五期總號第四三七 
作者：台中教育大學助理教授    高瑋謙 
           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   張淑玲 

讀經教育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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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教育研究分析        

高瑋謙、張淑玲 於2011年針對1986-2010年海峽兩岸讀經教育
之碩博士論文，共蒐集碩論52篇、博論1篇，經分析歸納所有
讀經相關碩博士論文之後，共分成十四類主題，以展示讀經教
育在不同面向上的成果與效益。所得到的分析結論如下： 

 

語文能力 
  

識字 
閱讀 
寫作 

學習力  

記憶力 
專注力 

情意 

情緒 

品德 

文化 

認識 

傳承 



  
 二、我願 
 
 臺灣讀經教育實施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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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現況 

 
體制內 
學校 

 

高中 
必選
修 

縣市
政府
規定 

認同者自行實施 

列為特色課程 列為重要課程 

 
體制外 

  

實驗教育法案 

個人申請 個人申請
實施共學 

團體 實
驗教育 

機構讀經 
實驗教育 

 成人教育 社會團體 

一貫道   
崇德光

慧 

福智文
教       基
金會 

國際佛光會 其他讀經
團體 華山書院 

讀經研究與
師資培育 

台中教育大
學 

讀經教育研究與
推廣 

師資生必修：讀
經教育理論實務 



 台灣小學讀經教育實施現況  

        1.讀經教育課程目前並無納入體制教學 
      2.認同讀經教育的校長、主任或老師自行安排 
      3.（1）花蓮縣、雲林縣-教育局處規定所屬小學 
               必須訂定相關實施辦法並執行； 
          （2）南投縣-2015年9月-讀經行動年 
          （3）新竹市-學生參加全國經典總會考，予以 
               獎勵 
      4.台中教育大學師資生-必修「讀經教育理論與實務」 
 
  



         讀經教育在校園中的 
               實踐與推動 
 



 讀經教育在校園中的實踐與推動 

1.雲林縣中山國小 

2.彰化市大成國小 

3.台中教育大學附屬實驗小學 

4.高雄市十全國小 

5.南投桐林國小 

 

http://classweb.scps.kh.edu.tw/Homepage.php?teacher_id=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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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教育

未來展望 
教學 
確實化 

理論 

學術化 

教育 
自學化 

推廣 
國際化 

理念 
普及化 

 讀經教育未來展望 



「第九屆讀經教育國際論壇」 
 讀經教育自1994年1月1日由王財貴教授正式對外推動以來，已在世界各

地蔚然成風。為致力於讀經教育理論之深化，並且在實務推廣的經驗上
進行多元交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從2010年起已連續舉辦
了八屆讀經教育國際論壇。「第九屆讀經教育國際論壇」謹訂於2019年5
月18日(六) - 5月19日(日)在本校求真樓音樂廳舉辦，敬邀您參加本次
論壇發表論文並進行對話討論！ 

 

 讀經推廣至今已歷二十多年，如何提升讀經教師的文化素養與教學知能
，以提高讀經教學的品質、增進讀經教育的成效，當該是刻不容緩的工
作。為深入探討此一議題，特將本次論壇主題訂為「如何培訓讀經教師
具備應有的素養與知能」。另羅列以下相關子議題供您參考： 

 

 1. 讀經教師應該具備的素養與知能為何？ 

 2. 如何提升讀經教師具備應有的文化素養？ 

 3. 如何培養讀經教師具備應有的管教知能？ 

 4. 如何加強讀經教師具備應有的教學能力？ 

 5. 其他相關之議題 

 http://lle.ntcu.edu.tw/news_main.php?sn=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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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le.ntcu.edu.tw/news_main.php?sn=719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讀經教育是廿一世紀教育改革的新希望  

     讀經教育由於在「啟發道德良知」、「喚醒文化
自覺」等議題上，故較諸其他教育改革理論，目標更
為明確，方法更為簡易，成效更為顯著，故更能回應
和化解這個時代迫切的危機，如道德低落、價值失序
、種族衝突、生態破壞等攸關人類存亡的重大挑戰，
讓大家回歸到人性、傳統文化和東西方文明的深層結
構中去反思。故讀經教育自一九九四年推廣以來，短
短二十年間，蔚然成風，成效卓著，允為廿一世紀教
育改革的新希望。（高瑋謙，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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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讓生命的希望常在  讓人間的美好永遠流傳 
 

  陪伴學生誦讀經典 



讓我們共同努力 

翻轉臺灣的教育 

 謝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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