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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学大师钱穆任教小学十年。在此过程中，钱穆形成独具特色的教学艺术。钱穆小学教学艺术具体表现在

教学灵感美、教学情境美和教学机智美三方面。考察钱穆的教学艺术及其形成之道，对当今教育教学改革、教师专

业成长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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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钱穆耕耘杏坛七十余载，历经小学、中学

而大学，桃李满天下，余英时、严耕望等 皆 出 其 门 下，

足见钱穆教 学 艺 术 之 高 超。 本 文 主 要 探 究 任 教 小 学 时

期钱穆教学艺术，期窥一斑而见全豹。
一、“ 臂壁右文”之教学灵感美

灵感是指：“ 在 文 艺 创 作 或 科 技 科 研 活 动 中 由 于 经

验和知 识 的 长 期 积 累 而 突 然 产 生 的 富 有 创 造 性 的 思

路”。 灵感以其典型的创造性特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

演重要作用。 教 学 灵 感 影 响 教 学 创 造 性 发 挥 的 效 果。
教学灵感对于教学架构的创新、教学过程的优化、教学

效果的提升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教 学 灵 感 的 重 要 性 加 之 出

现的偶然性，要求每一位教师必须善于捕捉教学灵感。
用教学灵感激发、提升自己的教学艺术。
１９１４年，钱穆任教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担任一

年级国文课教师。“ 一 夕，深 夜，月 光 照 床 而 醒。 一 足

触帐外墙壁，忽 念 臂 与 壁 皆 形 声 字。 辟 属 声，但 臂 在

身旁，壁在室旁，凡辟声似皆有旁义。 如避，乃走避一

旁。 璧，乃玉悬身旁。 嬖，乃女侍在旁。 譬，乃以旁

言喻正义。 癖，乃 旁 疾 非 正 病。 躄，乃 两 足 不 正 常，

分开两旁，盘散而行。 劈，乃刀 劈 物 分 两 旁。 如 是 凡

辟声皆有义，此即宋人所谓右文也”。 受到“ 壁臂”右

文灵感的激发，钱穆亢奋不已，又思考、举证许多其它

的案例。 钱穆珍 惜 这 一 灵 感 来 之 不 易，第 二 天 一 上 讲

台就改变原先的授课计划，而跟学生分享“ 壁臂”右文

的教学灵感。 钱 穆 同 学 生 分 享 灵 感 时，适 逢 有 督 学 听

课，督学直至听完才离去，并撰写文章报道钱穆课堂讲

述“ 壁臂”右文的事例。 钱穆随之名扬县外，后来钱穆

往南通考察教育时，南通教职人员仍然对钱穆教授“ 壁

臂”右文的案例津津乐道。
年仅１９岁，刚 入 职 两 年 的 钱 穆，对 于 教 学 灵 感 的

捕捉和运用 展 现 出 常 人 所 不 具 备 的 能 力。 如 果 将 钱 穆

教学灵感置于其学术发展、成长的大背景下进行审查。
我们就会发现，钱穆能够捕捉和运用类似的教学灵感实

在是水到渠 成。 儿 时 的 钱 穆 即 得 曾 祖 父、祖 父 和 父 亲

的文化滋润。 入 私 塾 之 后，又 接 受 较 为 完 整 的 传 统 文

化教育。 所有 这 一 切 使 钱 穆 知 识 素 养 超 出 同 辈 许 多。

例如，当时的钱穆能根据偏旁猜出“ 没”字的意思，而

且能背诵三 国 演 义 而 为 镇 人 称 颂。 入 新 式 小 学 之 后，

由于受到老师的鼓励而对韩愈的文章情有独钟并且细心

研究。 除此之外，钱穆还阅读了谭嗣同的《仁学》、曾

国藩的《曾文正公家训》等著作。 当时钱穆虽然年轻，

但是其 阅 读 量 确 是 非 常 惊 人。 有 如 此 深 厚 的 文 化 积

淀，能产生“ 壁臂”右文的教学灵感就不足为怪了。
借鉴国学大师钱穆教学灵感发挥的事例，教师必须

注重培养和 激 发 自 己 的 教 学 灵 感。 现 实 教 学 过 程 中，

一些教师片面夸大教学灵感的偶然性，认为教学灵感可

遇不可求。 诚 然，我 们 无 法 预 知 教 学 灵 感 何 时 而 来，

也无法阻止 教 学 灵 感 的 散 去。 但 是，机 遇 只 偏 向 有 准

备的头脑。 钱穆 的 案 例 昭 示 当 今 教 师 对 于 自 己 的 专 业

应该孜孜以求。“ 业精于勤荒于嬉”。 只有“ 业”精了，

才能产生 教 学 灵 感，进 而 有 效 运 用 教 学 灵 感。 同 时，

要求广大 教 师 应 该 热 爱 教 师 行 业、热 爱 自 己 的 学 生。
这种热爱会使自己的心理处于亢奋状态，有利于教学灵

感的生成。
二、“ 松下听风”“ 临廊观雨”之教学情境美

“ 教学是 一 门 科 学， 教 学 情 境 的 设 置 需 要 包 括 课

程、心理、教育等诸多方面的科学知识；教学是一门艺

术，因为教学情境的设置与教学过程同步，具有相关因

素多、随机 性 强 等 特 点，需 要 教 师 艺 术 地 去 把 握。 优

化教学，意 味 着 优 化 教 学 情 境。 提 高 课 堂 效 率，意 味

着改善教学情境”。 教学情境影响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

率，有利于课 堂 教 学 目 标 的 实 现。 考 察 优 秀 教 师 的 成

长历程，会发现优秀教师往往非常注重教学情境的设计

和营造。 正是 基 于 对 教 学 情 境 重 要 性 的 认 识，作 为 小

学教师的钱穆非常注重教学情境的创设，发挥教学情境

的育人作用。 钱 穆 晚 年 回 忆 自 己 的 小 学 教 读 生 涯 时，

对此多有提 及。 耄 耋 之 年 的 钱 穆 能 在 自 己 的 回 忆 文 章

中，清晰再现小学教读时的教学情境，足见此种情境对

钱穆影响之深。
１９１９年，为试验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以

及白话文对于幼童学习之影响，钱穆出任后宅初级小学

校长一职，同 时 担 任 国 文 课 教 师。 以 教 育 改 革 者 姿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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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钱穆意气风发，对后宅初级小学进行大刀阔斧的

改革，涉及课程设置、学生管理、日常教学等方面的内

容。 注重教学情 境 的 设 置、充 分 发 挥 教 学 情 境 的 育 人

功能是钱穆日常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凸显了钱穆的

教学艺术，这特别反映在钱穆对于作文教学的改革上。
钱穆的作文教学并非在教室中进行，而是在古墓边、苍

松旁。 让学生 各 带 作 文 用 具，自 选 一 松 树 下 而 坐，观

眼前景色变化，出而为文。 而后，师生围坐一处，钱穆

根据诸 生 所 写 结 合 实 际 景 物 做 出 点 评。 钱 穆 点 评 发

现，同学所写景物 中 少 有 人 注 意 穿 松 针 而 过 之 风。“ 此

风因穿松针而过，松针细，又多隙，风过 其 间，其 声 飒

然，与他处不同”。 解释已毕，钱穆随又让诸生听松风

并写出自己 感 触。 遇 到 天 气 不 好 的 日 子，不 能 进 行 户

外作文。 钱穆独 辟 蹊 径，充 分 发 挥 自 然 所 赏 赐 的 教 学

情境。 例如，在 遇 雨 的 日 子 里，钱 穆 让 学 生 坐 在 楼 廊

之下，听黄梅 细 雨。 随 后 让 学 生 讨 论 黄 梅 雨 与 其 它 雨

之不同，写出 自 己 所 得。 钱 穆 的 作 文 教 学 善 于 发 挥 教

学情境的作用，使学生沉浸于教学情境中，受到学生极

大欢迎。 学生不 以 作 文 为 苦，反 而 目 为 人 生 乐 趣 并 期

盼作文教学的到来。
教师必须培养教学情境设计意识，增强教学情境设

计能力。 为此，教 师 必 须 实 践 教 育 教 学 的“ 最 近 发 展

区”原则。 明 了 学 生 已 有 经 验 和 知 识 储 备 水 平，充 分

发挥学生已有知识、经验的迁移功能，在此基础上搭建

合理的教学情境；教师设计教学情境时必须以教学目标

为准绳。 教学情境与教学目标之间是“ 和”之则两立，

分之则两亡 的 关 系。 罔 顾 教 学 目 标 的 情 境 设 计 无 异 于

南辕而北辙；教师设计教学情境时应突出教学情境的直

观性，注重激 发 学 生 情 感 体 验。 在 感 性 认 识 上 升 到 理

性认识的过程中，受教育者在感性认识阶段的情感体验

至关重要。 它直接关系到受教育者愿不愿意“ 思”，为

何而“ 思”，“ 思”的程度如何等系列问题。 质言之，此

种情感体验在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充当

扳机和桥梁 的 作 用。 教 学 情 境 设 计 应 该 培 养 学 生 积 极

的、向上的、进取的情感体验。
三、“ 虚虚实实”之教学机智美

教学机智是“ 教育者在一定教学情境中，瞬间做出

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创造性行动”。 教学机智具有以学生

为本、强调创 造 性 等 特 质 色 彩。 以 学 生 为 本 要 求 教 师

俯身在学生的立场看问题，呵护学生的人格，激励学生

的成长；创造性是指源于教学工作和教师职业的特点，

教学机智是衡量教师的重要标准，对于教师专业成长发

挥重要作用。 教 师 必 须 培 养 和 激 发 自 己 的 教 学 机 智。
纵观钱穆十年的小学任教历程，其对教学机智的运用和

发挥为我们提供诸多借鉴。
钱穆执掌后宅初级小学时，学生杨锡麟因触犯校规

被前任校长 施 以 禁 足 教 室 的 处 罚。 一 日 课 间，钱 穆 巡

视教室看学 生 是 否 都 赴 操 场 游 戏。 结 果 发 现，杨 锡 麟

一人独坐教 室。 钱 穆 于 是 废 除 前 任 校 长 的 禁 足 令，准

许杨锡麟外 出 游 玩。 不 久，学 生 数 人 簇 拥 杨 锡 麟 来 见

钱穆，说 杨 锡 麟 将 青 蛙 撕 成 两 半。 针 对 这 一 突 发 事

件，钱穆以 学 生 为 本，创 造 性 的 发 挥 了 自 己 的 教 学 机

智。 钱穆 告 诉 诸 生：“ 杨 锡 麟 因 久 坐 课 室 中， 汝 等 所

知，彼 皆 不 知。 今 获 与 汝 辈 同 游 散……彼 亦 可 渐 渐 学

而知之。 汝等 当 随 时 随 地 好 为 劝 告，勿 得 大 惊 小 怪，

彼犯一错误，即群来告发。 以后再如此，当罚汝等，不

罚杨锡麟”。 其实，“ 罚汝”是虚。 希望同学帮助杨锡

麟成长、营 造 和 谐 的 生 生 关 系 则 是 实。 不 仅 如 此，钱

穆还发现和帮助杨锡麟发挥音乐方面的特长，让杨锡麟

成功借 此 特 长 融 入 学 生 群 体 之 中。 此 外， 钱 穆 借 鉴

《汉书》中诸名臣执政的智慧，运用“ 离 间 计”成 功 让

平日行为不检点的邹姓同 学“ 改 邪 归 正”，亦 显 示 出 钱

穆教学机智 运 用 之 成 熟、有 效。 由 于 钱 穆 成 功 运 用 教

学机智，多年之后，在杨锡麟同班诸生中，“ 独杨锡麟一

人尚在其同镇人口中得称道”。 那位邹姓同学“ 大变常

态，能知孝道”。
借鉴 钱 穆 的 做 法， 教 师 必 须 修 炼 教 学 机 智。 首

先，建构合理的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

的结构。 在教 师 个 体 专 业 成 长 的 不 同 阶 段，三 种 知 识

的比例有所 不 同。 就 三 种 知 识 与 教 学 机 智 的 关 系 看，

实践性知识较之本体性知识和条件性知识更容易激发教

学机智。 为此，教 师 必 须 通 过 加 强 自 我 反 思，虚 心 向

同行前辈请教等方法，迅速积累和夯实自己的实践性知

识。 其次，春风化雨，挚爱学 生。 教 学 机 智 带 有 典 型

的生本特性。 只 有 挚 爱 学 生，才 能 激 发 真 正 的 教 学 机

智。 否则，教 学 机 智 可 能 沦 为 掩 饰 自 身 错 误 的 工 具。
教师只有 达 到“ 捧 得 一 颗 心 来， 不 带 半 根 草 去”的 忘

我、乐教的境界，才可能苦心孤诣预设各种可能的教学

偶然性进而探索应对之道。
较之以往，现 在 对 教 师 的 教 学 艺 术 提 出 更 高 的 要

求。 当今 教 师 必 须 善 于 激 发 教 学 灵 感、创 设 教 学 情

境、修炼教 学 机 智。 为 此，探 究 钱 穆 教 学 艺 术 的 养 成

之道，定能启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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