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6），頁 94-97 

 

自由評論 

 

第 94 頁 

重新思考讀經教育： 
親子共學為基礎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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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班博士生 

 
 

一、前言 

讀經在中國有著長遠的歷史發展脈絡，直到廢除科舉考試之後讀經班才慢慢

的消失解散。後來，胡適等學者大力提倡白話文，使得白話文的選文慢慢佔據了

國語文課本，讓兒童的讀經風氣快速下降，雖然當時的社會不流行讀經，但還是

有些教師會利用課堂或非正式時間來讓推廣讀經的重要性。近十年來，讀經教育

再度興起的原因來自於教授王財貴，並大力推動兒童讀經教育，王財貴過去曾任

教過小學、中學、大學，並從教自己的孩子開始實踐讀經教育，並於獲得成功後

發起「全球讀經」運動。讀經教育的教學方式與價值觀經常被教育學者視為永恆

主義（Educational perennialism）的延續，原因來自於永恆主義所強調的人文學

科、閱讀經典與偉大作品的欣賞閱讀等等方面皆與讀經教育吻合，也就是說讀經

教育不強調讀經的學生要理解經文的內容，而是強調不斷的背誦與記憶，因為讀

經教育始終相信這些古代流傳下來的經典不會受到時空限制的影響，有其意義與

代表性，讀經老師不需要特別解釋經文的內容，讀經班的學生未來就能夠慢慢體

會其中含意。雖然，讀經教育的倡議與實施有其意義，但是讀經教育的問題卻是

把教育簡單化，王財貴倡導的讀經很簡單，就是大量與老實的讀經，不論懂不懂

經文內容。接著，讀經的過程中不能查詢字義，必須心領神會，甚至有些讀經班

老師無法解釋經文內容。政治大學詹志禹教授更認為：讀經教育就像是「填牛與

填鴨一樣無解」（詹志禹，2017）。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經典數量相當龐大，大部

份以文言文居多，古代經典有其學習的意義與價值，但是如果使用了錯誤的教育

方法，可能不僅無法達到教育的目的，更可能浪費了學生的寶貴青春（張淑娟，

2012）。 

讀經教育強調能塑造出學生的品格，並且藉由讀經教育可以培養學生的閱讀

力與記憶力，但是教學方式卻違背教育的初衷（詹志禹，2017）。對於筆者而言，

讀經教育就像是重現了當年至聖先師孔子的教學現場，老師念一句學生跟著念一

句，大聲唸出來，朗朗上口就能了解其中含意。為了更了解讀經班的運作模式，

筆者與談了兩位讀經班的老師，才發現讀經教育除了背誦之外，還有許多的元素

在內，最重要的還是家長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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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讀經教育的優勢 

    臺灣推廣讀經教育大約有二十年的歷史之久，在王財貴的提倡之下，讀經教

育逐漸的成為了顯學，且在各級學校以及社區或非營利團體之間推動，相關的研

究結果也證實讀經教育在學習方面的成效達到顯著效果。例如：識字量大量增

加、提升記憶力、增進日後的理解力、提高語文能力及口語表達能力、較易理解

文言文等，在品格涵養方面也有顯著成效（翟本瑞，2000）。對於讀經教育的好

處，澳門大學老志鈞教授（2007）認為讀經教育就像是古人說的：「童蒙養正」，

兒童啟蒙，養其端正，首由讀經開始，讀經、讀經，讀之、誦之，唸之既熟，入

於身心，發為日用，這就是倫常與教養。根據讀經教育創始人王財貴教授（2005）
的見解認為：「經典」所載為永恆不朽之常理常道，價值歷久而彌新，它是先民

智慧的結晶與文化的根源所在，當國民有了根源性的文化素養，才容易傳承民族

文化，進而使生命陶溶出某種深度，從而得以變化氣質、提昇人格品質、心靈層

次而造就人才。王財貴（1995）認為只要熟讀經典，就可以直探人性之本源，輕

易的就能夠吸取前人的智慧與結晶，並且啟迪自我之理性。遠見（2006）針對讀

經教育製作一篇專欄，內容寫道：「向古人學習！經書能成為生命智慧，讓我們

知道人生該何去何從；要救敗壞的社會，得靠聖賢之言」。也就是說，古經是聖

人之言，讀經不只學知識，學的更是古人的智慧，並歸納出讀經教育的三大價值：

1.提升現代人判斷能力；2.五倍增長兒童學習能力；3.搶救「火星學生」中文能

力。從讀經教育的價值來看，讀經教育最重要的即是啟發人的智慧，去學習聖賢

的思想，讓我們在混亂的世界中有所依循。 

三、 讀經教育的問題 

    王財貴的讀經教育主張：「老師唸一句，學生跟著唸一句，唸完一段了，再

帶一次……總之，就是反覆再反覆的多唸。這麼簡單的教學法，如果教本選用注

音本，則任何人，只要讀過小學二年級以上，就可以當指導讀經的老師」（詹志

禹，2017）。我們可以想像讀經教育班這樣的教師圖像，比起韓愈所說的：「傳道、

授業、解惑」要來的落後許多。至聖先師孔子同樣說：「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

不復也」，意思是孔子不只要求學生要理解文本內容，還要求學生要深入思考，

具備舉一反三的能力，這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識（傅佩榮，2018）。另外，《兒童讀

經教育說明手冊》中的教學方式與理念，認為讀經教育的成效過度誇飾，不合乎

教育或是心理學上的常理，讀經教育是要訓練學生的定性，但是面對現在或者是

未來的社會，如果不會思考、懷疑、解決問題，那這樣的教育就成了工廠的生產

線，教育就不合乎適性揚才的理念（周育如，2017；鄭谷苑，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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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親子共學為基礎 

    筆者在偶然的機會下遇到隸屬一貫道的讀經班教師，解答了筆者對於讀經教

育的問題，以筆者的經驗，讀經班對於所閱讀的經典是不加以解釋的，因為教師

深信「讀經百遍，其義自現」，當兒童的發展與經驗到達一定程度時就會知道經

典內所要表達的意思。對於這樣的問題，讀經班教師解釋，一方面是因為趕課而

無法對學生加以解釋，二方面是如果多加解釋就會帶入教師個人的經驗，讓學生

之後就以此為主要釋義。最重要的還是家長的部分，教育從來不是學校或是教師

的責任，而是需要家長的參與和協助，因此讀經班的教師表示希望家長能改變對

於讀經的想法，不只是送孩子到讀經班就好，還要能夠陪孩子讀經，無論是課中

或是回家複習，當孩子遇到經文的內容有問題時，家長可以帶著孩子到書局或者

是圖書館找資料，帶著孩子慢慢學習。徐秀娟（2005）探討親子共學與親子溝通

關係後發現，不同背景的家長在親子共學方面的態度和親子溝通呈現顯著相關。

林西苓（2007）研究發現親子共學對幼兒音樂學習有顯著相關，能提升幼兒的學

習成就。讀經教育和學校教育一樣，家長是不可或缺的角色，重要性僅次於教師，

因此讀經班的教師才會相當的重視家長在讀經班的參與程度，不論是到班上陪讀

或者是課後的經文解釋或複習，都一再著顯示出家長以身作則的重要性。 

五、 小結 

    讀經教育的初衷立意良善，想要培養孩子對於中華古典文化的敏銳度，而其

教學方法遭受到許多教育學者的批評，認為是過時的填鴨式教育。為了更了解讀

經教育的實際運作，筆者藉由朋友的轉介認是隸屬一貫道的讀經班教師，透過問

題的釐清與交談之後，發現目前的讀經教育相當的活潑，不只有帶動唱還有獎勵

制度，更重要的是家長的參與。家長參與讀經班的課程不只能夠讓孩子定下心來

讀經，更能從中學習到許多經典的道理。課後，藉由每天一小時多的時間和孩子

複習經典，有助於培養親子之間的感情，遇到不懂的經文時，親子之間還能夠共

同的到圖書館找尋答案，對於孩子而言，家長樹立了勤奮向學的典範，讓孩子能

夠學習，讀經教育不只能培養閱讀與識字能力，更能培養親子關係，這是讀經教

育的附加價值，也是經典不斷強調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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