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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長輩，各位老師，大家請坐。尊敬的各位長輩，各位領導
，各位老師，大家下午好。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紹，我來自中國四川
的成都，我的家鄉在四川成都。在這幾天跟有些老師交流，很多老
師說有聽過這個地名。我在去廬江文化教育中心學習以前，一直是
個小學的語文老師和班主任，在去廬江以前教學有六年的時間。在
這次來馬來西亞，也是很出乎我的意料的一件事情，因為我從來沒
有想過，我會因為這樣的原因來馬來西亞，所以這一次是我第一次
來，也是我第一次走出中國，謝謝。我在十五號的早上從中國的山
東出發，在我離開山東的時候，那天早上的氣溫是零下五度。我不
知道各位老師，有沒有感受過零下五度的這種溫度？我當時走到路
上，小河已經全部結冰了。後來就乘飛機到了廣州就是二十多度，
然後再到馬來西亞，就感覺一天就從冬天走到了夏天。
　　我那天出發的時候，有個很深刻的感受，早上五點半我們就起
來，因為要很早出發。我到樓下的時候，發現我們中心的很多老師
等在樓下，等著來送我。因為他們說，我們中心要把你嫁到馬來西
亞去，你要遠嫁重洋，我們娘家的親人要來送一送，所以就感覺到
很有意思。我當時走到餐廳也覺得非常的感動，因為前一天，我們
的老師就給我包了很多餃子。他們說不知道馬來西亞有沒有餃子吃
，說你要多吃一點。所以「多吃一點」這幾個字，這幾天就在耳邊
迴響。到了馬來西亞，我感覺我每天都在吃，從早上一直吃到晚上
，吃得我覺得已經長胖了不少。所以感覺並沒有離開家，只是覺得
從一個家來到另一個家。



　　我們不得不想起來，到底什麼是家？請問各位長輩，什麼是家
？我以前覺得，我的家就只在我的一個小小的家庭裡面，有爸爸和
媽媽。但是隨著學習傳統文化，讓我愈來愈體會到，有愛的地方就
是家。所有的我們這些老師，都像親人一樣對待我們，我來到馬來
西亞，一點都沒有感覺是在外國。因為每張臉都笑得這麼真誠，每
位老師都是那樣的親切。所以在整個學習的過程，愈來愈體會到的
，就是傳統文化帶給我們的到底是什麼？就是在讓我們感受，周圍
所有的朋友、所有的長輩，他們對我們點點滴滴的付出。進而讓我
們有能力去回報，這些有血緣關係也好，沒有血緣關係也好，這樣
的人都是親人，回報這些親人。
　　我今天講課的題目，是「愛心伴孩子成長」。其實我是沒有資
格站在講台上說是講課，因為我是個比較年輕的小學老師，說經驗
也不能講很豐富。但是覺得很幸運能夠遇到聖賢的教導，能夠遇到
傳統文化，所以在自己學習的過程很受益。這樣的受益就要和長輩
，和我們很多的老師，還有同仁要匯報、要分享。所以今天這個課
題，讓我想起我自己的老師，我想我們在座的，我聽說都是小學老
師。我們回想一下，我們自己成長過程當中，印象深刻的老師都是
誰？留在我們記憶當中的這些影像，都是些什麼？可能不是當時的
那一道題，而是當時這個老師講題時候的態度，和他的笑容，甚至
一個手勢，可能都留在我們心裡。讓我想起我初中時候的數學老師
，我在上初中的時候，這個數學老師姓秦，叫秦老師。
　　那她給我們上第一堂課，就留給我們一個好習慣，直到現在，
我所有的初中的同學都有個習慣，就是在用作業本的時候，第一頁
紙都要把它變成空白的，不寫，從第二頁開始寫。我不知道有沒有
老師有這樣的習慣？當時這個老師她給我們發新本子的時候，就跟
我們講，把第一頁空出來，我們都覺得很奇怪。老師就說，這一頁



空白的紙代表的是什麼？代表的是一個學生走到老師面前，就像一
張白紙。而以後所有的知識也好，技能也好，還是為人處世的態度
，都是老師教給我們的。所以我們後來再翻開作業本，每次打開，
看到這第一頁的白紙，就讓我們生起對老師的這分感恩之心。這個
習慣，我們的同學一直保留到現在，而每次這張白紙還會提醒我們
，學習的時候要謙虛，時時讓自己歸零，向周圍所有的人學習。
　　當時我記得秦老師還有些行為，也讓我們非常的感動。比如說
在我的記憶當中，這位老師幾乎沒有批評過同學。她教數學，當時
班上有些同學成績也不是特別理想，老師很想給他補習，但是她又
怕單獨給這些同學補習，會造成這些孩子心理的壓力。所以她就想
了個辦法，我記得在初三的時候，每到週末（我們的週末是星期五
），這個老師就會對全班同學發出邀請，說願意到我家作客的同學
，都可以今天晚上跟我回家，我們班上就有十幾個同學去老師家。
老師向全班邀請，在私下裡對這些需要補習的同學發出邀請，就有
這些需要補習的孩子，還有些成績中等的，也有些成績很優秀的孩
子都去，這些成績比較落後的小朋友，就不會有壓力。後來我們到
了老師家裡，我記得老師的先生就給我們煮粥，拿了一個大鍋，煮
了一大鍋粥，分給我們同學吃。老師的女兒就洗菜，我們的同學就
幫著去摘菜。吃飯的時候這個桌子還不夠坐，把這個門板卸下來，
放到兩個凳子上，大家圍坐在一起吃飯。現在想起這種場景都覺得
這種生活，這種學習很有意義。過後老師再根據每個孩子不同的情
況，給我們出題讓我們做。那在這樣子單獨輔導，老師卻從來沒有
收過任何的費用。
　　我記得有一天我的母親，帶著一條絲巾，還有水果去看望老師
。我就看到在門口，秦老師跟我的母親就在那裡推拖，她說不收。
當時我就在想，一條絲巾也算不了什麼，老師收下也是應該的，為



什麼老師不收？直到現在，我才能夠有一點點的體會，絲巾雖小，
但是卻代表的是老師的一個態度。她要告訴我們所有的孩子，她對
我們的付出，是完全不求回報的，她對我們的付出是沒有任何代價
，不需要交換的。後來她把這個水果收下來，轉身就分給了我們同
學吃。直到後來我們同學都長大了，我的很多同學結婚的時候，他
們都回到這個學校裡，去找這位老師來做他的證婚人。所以常常這
位老師的鄰居都很羨慕她，說妳雖然只有兩個女兒，但是感覺到，
妳的孩子怎麼這麼多。為什麼老師的孩子會有這麼多？因為老師以
一顆母親的心來對待我們，所以雖然已經離很久了，但是我現在想
起來，仍然非常的感念這位老師。
　　後來我也就當上了一名小學的老師，當我踏上講台之前，我也
立下雄心壯志，想要成為一名好的老師。我去到學校，就接了一個
一年級的班級，我想請問各位長輩、各位老師，小學一年級的孩子
好不好教？我看到有的老師會心一笑。我以為很好教，因為那個學
校初出茅蘆，也不懂，我就每天面帶微笑，我發現笑了不到一個星
期，就變成了怒目金剛。因為一對他們很好，他們就騎到我的頭上
來，我每天就非常的勞累。因為我每天對他們威逼也好，利誘也好
，甚至大吼大叫，那都只有一時的效果而已。比如說上課，他們一
鬧，我就像救火隊員一樣，這邊壓下去，那邊又冒起來，所以每天
自己很累。我還在心裡想，因為我曾經聽到說，有的老師被學生氣
哭了，我當時就想，我可堅決不能讓他們氣哭了，所以我就每天繃
著個臉，很兇的樣子，我以為這樣就是有威信。直到後來學了傳統
文化，才了解到威信有三種，一種是暴察之威，一種是狂妄之威，
還有一種是道德之威。「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
，唯有「道德之威成乎安強」。什麼是暴察之威？就是脾氣很大，
自己不做，每天像個警察盯著孩子看。孩子不對，就發脾氣，仍然



不聽就發更大的脾氣，所以這個團體會愈來愈危弱。其實不光是治
理一個班級，所有的團體都一樣。
　　我記得當時在廬江有位企業的總經理，一個企業家他學習了傳
統文化以後，讓他的企業起死回生了。他就到講台上去分享，他說
以前比如說，公司裡的員工，像吃飯的時候，他自己就跟員工吃的
不一樣，讓廚師專門給他做，只要不合口味，他說我就衝過去，把
廚師罵一頓，並且跟他講說你怎麼樣？想被辭退！這個廚師就很緊
張。他說他的公司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盯著員工幹活，只要他不
盯著，員工就偷懶。甚至是就在背後，只要是不被你逮到，就很慶
幸，公司就愈來愈危弱。到後來他學了傳統文化以後，這個老總也
非常積極，回去給他們公司所有的員工鞠躬，甚至早上第一個到公
司。他說以前打考勤，仍然有人遲到，現在沒有人遲到。他們所有
的領導都是比員工更早到公司，並且站在門口迎接每位員工來上班
，見到員工全部九十度鞠躬。他說現在他公司的業績也愈來愈好，
而且員工也都不用管。他說現在我很放心到處走，員工一定不會有
問題。
　　那一天我也很反省，在我們帶班教孩子，也是一樣。當時我為
什麼會那麼累？自己脾氣很大，像個警察，自己不做，每天還盯著
孩子看。結果孩子也是當著我一個樣，背著我就另外一個樣，所以
這種威信並不是真正的威。直到後來才知道，真正要樹立老師的威
信，沒有那麼難，就是以身作則而已。我們自己說的話，自己要先
做到，這樣我們的孩子對老師才會有信任。我在上班以後也很幸運
，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老師，當時我也不會教學，這位老師是個長輩
引薦給我。他說這位老師是中國最年輕的特級教師，也是全中國當
時評了十家特級教師，這個老師很年輕就有很多的頭銜。所以我也
很緊張，就約好時間去拜見老師。



　　當時是去請教一堂課，我不知道我們馬來西亞，有沒有上公開
課的這樣的慣例？沒有。我們在中國有常常會上叫觀摩課，或者叫
公開課，就是請很多老師來看你上這堂課。我當時為了去請教一堂
課，我就帶著課本就去了，坐在那裡忐忑不安。因為這位老師還是
一位，當時我們成都市最好的小學的校長。我去到那裡老師正在開
會，我沒有想到他見到我第一句話，他跟我說「對不起，讓你久等
了。」我當時就覺得很感動，因為我只是很年輕的一個教師，而他
已經有相當的經驗，我等一等那是應該的，但是他卻給我道歉。之
後他說的每句話，他跟我講，他都是以商量的口氣，他說我的看法
是這樣，你再斟酌一下。所以我才感覺到真正有學問的人，我們講
「學問深時意氣平」，他會愈平和，會愈謙虛，他的學問其實會愈
高。
　　當時我去問老師上課怎麼上，老師就問我，你上這堂課，教學
目標到底是什麼？我不知道馬來西亞有沒有提前備課的習慣？要備
課。會不會寫教學目標？我們也是要寫。我以前寫的目標都是要學
會幾個字、會寫幾個字、課文要讀通，哪些地方要讀得有感情，我
都是這樣寫的。我就把這些匯報給老師，但是老師把那個本子一放
，他仍然問我，這些是一個短期的目標，我們要認清楚學會一篇文
章以後，到底為什麼？那我當時就愣住了，因為我沒有去思考過，
學會一篇文以後到底是為什麼。老師就跟我講，我們的教學要為孩
子一輩子的幸福負責任。我當時一聽，覺得這個話好像是離我太遠
，因為我想我是教語文的，不就是教孩子讀書、寫字嗎？聽、說、
讀、寫就是這些，我怎麼能夠為他一輩子的幸福負責任？老師跟我
講，每堂課都可以為孩子一輩子的幸福負責任。我當時就很震撼。
所以在學習了兩年傳統文化以後，對這句話才有一點點的認知和體
會。所以不得不讓我靜下心來，再一次的思考，到底我們學習的目



標是什麼？
　　我曾經問過我們班的同學，有一次我去教學，班上的孩子就問
我，因為我去那個學校，前期一直在講如何上課的態度，就沒有把
語文書翻開。這些同學就說，老師，你怎麼來了兩天還沒有上語文
課？我當時就問他，請問你什麼是語文？我不知道馬來西亞是稱叫
什麼課程？我當時就跟他講語文，語是語言，就是教我們說話；文
是文字，教我們寫字。說話是學習口頭的表達，學會與人用口頭來
溝通，寫字是要學會書面的溝通。人與人溝通的目的是什麼？是不
是為了吵架，為了製造矛盾？不是，是為了讓我們更加的和諧相處
。所以那天我就問了全班同學，是個四年級的班級，我問他們，請
問各位同學，你們為什麼來上學？我不知道有沒有老師問過我們的
同學？有老師點頭。我發現他們就愣在那裡，全班有七十多個孩子
沒有一個人回答。有個孩子就說，媽媽讓我上學，我就上學。有個
孩子說上學為了找個好工作。好，我又問他，那為什麼要找個好工
作？他說找個好工作可以賺錢。我又問他為什麼要賺錢？他說賺錢
可以買到自己喜歡的東西。後來我又問他，怎樣的工作才是個好工
作？所以這些問題一問出來，孩子都愣了，愣在那裡。
　　所以讓我想起了一件事情，當時我們有個家長在學習《弟子規
》，帶著孩子一起學，他的孩子還沒有到上學的年紀。有一天這個
媽媽帶著他的兒子，來到了一個超級市場買東西，就遇到了一位母
親的朋友，這個叔叔就跟她的兒子開玩笑，就說你怎麼還不去上學
？小朋友覺得很奇怪，他馬上就問他的媽媽，媽媽為什麼要上學？
叔叔脫口而出，上學為了賺大錢。這樣一句話出來，他的母親因為
有學《弟子規》非常的緊張，立刻就跟這個叔叔示意不要再講，她
就蹲下身子跟他的兒子講，孩子，上學不是為了賺錢，上學為了學
本領，為什麼要學本領？學會了本領可以服務大眾。比如說剛才有



位賣包子的叔叔，我們去買他的包子，他有什麼本領？他會做包子
，所以他可以用這樣的本領來服務大家。我們去買了包子，我們怎
麼來感謝這個叔叔？可不可以把你的洋娃娃送給他？小朋友說送給
叔叔，可能叔叔不需要。為了表達我們的感激之情，我們就把錢給
叔叔，讓他去買他需要的東西，這是上學的目的。所以我們古人講
「讀書志在聖賢」，但是現在很多人讀書志在賺錢，我們去體會覺
得這個差距差得太遠了。
　　在這個古典裡面有句話叫「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它講
社會和國家是互助的，這樣的一個結構，不是有高低貴賤之分的。
當時有個母親帶著他的兒子，也是學《弟子規》，他們小區都有保
安的叔叔。當時她就帶著她的兒子路過保安亭，她就跟兒子說，孩
子，跟保安叔叔鞠躬。兒子說他是來看大門的，我幹嘛要給他鞠躬
？這個母親就立刻跟孩子講，上到國家主席，下到保安以及清掃街
道的清潔工人，都在做同樣的一件事情，在做怎樣的一件事？服務
大眾，都在為大家付出和服務。如果沒有他們，我們怎麼有安定的
環境？沒有清掃街道的阿姨，我們怎麼有清潔的馬路？我們都應該
對他們抱以同樣的感恩，只是他們的分工不一樣而已，但是他們的
付出是一樣的，所以我們對他們的恭敬和感恩，也應該是一樣的。
這個母親這樣一教，讓孩子感受到我們對待每個人，都要有這樣一
種平等的、恭敬的心境。
　　當時我跟小朋友講，我們讀書的目的也是一樣，讀書不是為了
要讓自己，好像可以過上非常享樂的日子，而是我們學會了本領服
務大眾。在中國還有個故事，在中國幾千年前，也是一個聖哲人叫
老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老子他很有智慧。有一次老
子要出海關，要出關，當時這個海關官員就想到老子很有智慧，就
想請教老子一個問題。海關的官員有兩個兒子，大兒子這個很老實



聽話，反應不是特別快，比較木訥；小兒子聰明伶俐。這個官員就
問老子，你能不能夠幫我看一看，等我老了以後，我要靠哪個兒子
？老子就說那好，把你的兒子叫過來。這個官員就把兩個兒子叫到
老子面前，老子就從兜裡掏出了一把錢放到桌上，就跟這兩個兒子
說，你們倆誰去打爸爸一下，這個錢就是你的。這個大兒子一聽，
他根本沒有聽到說錢是我的，他只聽到要打爸爸一下，他想那怎麼
可以，爸爸對我這麼養育付出，我怎麼可以去打爸爸？
　　但是小兒子他就想，我打爸爸一下，爸爸也沒有任何的損傷，
父親又沒有損失，我又能賺到錢，何樂不為？於是就衝過去打了爸
爸一下，抱著錢就跑掉。老子就對官員講，你知道了要靠哪個兒子
嗎？請問我們各位老師，他老了以後，要靠哪個兒子？要靠大兒子
。曾經我們跟很多家長講這個故事，接下來就問家長一個問題，我
們都知道這個官員要靠大兒子，但是現在我們都在朝哪個方向，在
培養我們的孩子？可能我們發現這個孩子老實木訥，心裡還會非常
的不高興。還在想你看人家隔壁家的兒子，聰明伶俐，腦子還會轉
彎，你都一根筋都沒有辦法動。過了幾十年以後，果然就像老子預
計的一樣，大兒子一直守在父親的身邊，每天孝養父母。但是這個
小兒子，也像他小時候表現出來的聰明伶俐一樣，他很會做生意，
很會打算盤，所以他就走到很遠的地方去做生意，賺了很多錢。有
一天這個海關的官員得了重病，他已經感覺他的生命快要完結了，
所以找人帶信給他的小兒子，希望他的小兒子回來見他最後一面。
　　小兒子接到這封信以後，第一個念頭也想回去看看父親。但是
因為他很會算計，接下來他就開始算，這樣符不符合經濟學的原理
。他算我回去看我的爸爸，第一我不是醫生，回去以後對我父親的
病也於事無補。第二我回去的路上要耽誤多少時間，讓我少賺多少
錢。他想第三不僅少賺錢，路上來回還要路費，那不僅不進錢還要



出錢。一算結果還一樣，爸爸還是會走，那我不回去也是一樣的，
直到最後小兒子沒有回家。所以我們就開始靜下心來思考一下，這
兩個孩子到底哪個孩子的人生更有意義？大兒子可能沒有賺很多的
錢，他可能就在這個小地方陪著他的父親，每天孝養父母，團結鄰
里。每天當他有孩子的時候，他盡自己父親的本分，盡自己先生的
本分對太太好，教導兒子，每天過得很踏實。小兒子他賺了很多錢
，但是我們思考一下，等他的兒子長大，他老了以後，他會有怎樣
的結局？他根本體會不到父母的這種心境。
　　所以在這個學習的過程，我們一直都在體會，到底怎樣的人生
才是幸福的人生？我們講要為孩子一輩子的幸福負責任，什麼是幸
福？我們自己幸福嗎？我曾經問了我們身邊的老師，我問他你覺得
幸福嗎？他說我很幸福。我問他你為什麼覺得很幸福？當時有個老
師就跟我講，我每天下班，哪怕我加班很晚，我回家了，快到家門
口的時候，我就看到我的先生，一定都在路口等著我回家，她說那
個時候我感覺很溫暖而很幸福。當我和先生一起走到家裡，往家走
的時候，看到我的家裡燈一定是亮的，她說我的婆婆正在給我們準
備晚餐，這個時候我感覺很幸福。
　　我後來又去問另外一個老師，他也跟我講，他也很幸福。我問
他為什麼？他說每次我回到家裡見到母親，母親都會告訴我說，親
戚聚會的時候，所有親戚都講，你真是好福氣，兒子不用你操心。
他說這個時候我能感受到，母親的那分安慰和喜悅，他講雖然我沒
有賺很多錢給媽媽，但是這個時候我知道我的母親很幸福，所以我
也很幸福。他說還有我的弟弟從同學家回來，從初中的時候就跟哥
哥講，「哥哥，我到很多同學家裡去作客，沒有哪個家裡這些兄弟
相處，有我跟你這樣親密的，我們兄弟倆都不吵架。」他說這個時
候我做為一個哥哥，我感到無比的安慰和幸福。他的這些回答，讓



我重新來體會到底什麼是幸福，幸福是我們在沿著自己做人的本分
去做，我們的內心就會生起無限的喜悅。
　　我又想起一個故事，當時有個老師去講課，一講完下面這些員
工就跟老師說，你們每天這樣子講課又不收錢，我覺得你們一定很
苦。這個老師說難道我臉色不好看嗎？這個員工就講，不是的。我
給你講個故事，你看中國人講「克己復禮」，你看克制自己，那多
苦！他就講了個故事，曾經有一對夫婦，先生喜歡吃雞蛋白，我不
知道大家能不能聽得懂？那個雞蛋有兩層，先生喜歡吃雞蛋白，太
太喜歡吃雞蛋黃。他們倆結婚以後，太太就把自己喜歡吃的蛋黃留
給先生吃，先生就把自己喜歡吃的蛋白留給太太吃。他們倆到六十
歲，吃了可能有三十多年，到他們六十歲的時候都變成老頭和老太
太。有一天坐下來聊天，一聊到才發現原來對方喜歡吃的，和自己
喜歡的不一樣，兩個人就大笑起來。
　　當時員工就跟我們的老師講，你看中國人有多苦！都吃不到自
己喜歡吃的東西。要是我，我就直接跟我的太太說，我喜歡吃蛋白
，把蛋白留給我吃；妳喜歡吃蛋黃，留給妳吃。那不是都可以吃到
自己喜歡東西嗎？我不知道各位老師聽了這個故事，覺得這對夫婦
過得很苦，還是很樂？是覺得很苦，還是會覺得很幸福？所以當時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這個員工他會覺得很苦，因為他沒有去
體會過為對方著想，以及對方為你著想的那種幸福的感覺，他從來
沒有去體會過。所以當時我們就跟他講，真正的幸福到底是什麼？
吃到了蛋白和蛋黃那種樂樂多久？那不過就是一時的嘴巴對舌頭的
滿足而已。但是我們一回想起來，這一對老年夫婦一起攜手走過幾
十年，發現對方原來時時都為自己著想，那是怎樣的一種幸福！
　　所以中國人的幸福，那是心與心的交流，那是時時感念別人對
我們的關懷和愛護，以及時時我們自己去關愛周圍的人，這種幸福



哪裡是吃到一塊蛋白和蛋黃，欲望暫時的滿足能夠比擬的？我們在
這樣的過程當中，愈來愈感受到幸福與我們的心境有關，與我們的
思想觀念有關。我們要真正把幸福帶給我們的孩子，我們自己要先
理解什麼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讓我們想起，當時有個老師問了我
三個問題，我們靜下心來思考一下，我們的每天有沒有去感受過，
周圍的人對我們點點滴滴的付出？我們的每天在每個細節當中，有
沒有感受到幸福？在我們每天成長，每天工作，人生一步一步走向
晚年的過程當中，有沒有積累我們自己的德行？我們回報了多少關
心我們的人？當時我聽到這些問題，我還有點聽不太懂，直到現在
學了兩年了，才愈來愈感受到真是這樣。每天都有多少人在關懷我
們，但是以前自己卻看不到，因為自己的心很麻木，覺得所有的人
對我的關懷是應該的。
　　讓我想起我們的孩子，現在他們過得幸福嗎？曾經看到了個報
導，這個報導上寫到，現在的孩子不快樂。我不知道馬來西亞的孩
子快不快樂？曾經我聽到，我們有個幼兒園的老師他講，當時有個
老人家就在那裡愁眉苦臉的，跟這個老師說，我的孫女現在都笑不
出來，你看我的童年很快樂，但是我的孫女兒卻這麼小就笑不出來
。老師就問他，你的孫女兒多大？他說十二歲了。這個老師一笑，
你的孫女兒十二歲笑不出來，有什麼好奇怪的？我的學生幼兒園的
，才三歲就已經笑不出來。當時我們一聽覺得很驚訝，現在的孩子
為什麼不快樂？當他童年的時候都沒有辦法感受到快樂，他長大以
後能快樂嗎？所以不得不讓我們去找原因，孩子不快樂是結果，原
因到底在哪裡？
　　讓我想起當時我去聽一堂課，一堂《弟子規》的課，老師教的
是一些六歲到九歲的這些孩子，當時老師問了一個問題，問所有同
學說，「請問各位小朋友，你們什麼時候最快樂？」一個六歲的小



姑娘站起來，她說「老師，走到哪裡就守哪裡的規矩，我覺得很快
樂。」我當時一聽覺得很奇怪，因為我覺得，守規矩就像把手都綁
起來，怎麼會快樂？直到學習了兩年，才讓我靜靜的去體會這句話
。如果一個孩子我們來設想一下，他不守規矩，他能快樂嗎？比如
說他在家裡驕橫、跋扈慣了，要什麼就能得到什麼。當他到了學校
，他要同學的玩具，同學不給他，他一定要，就會跟同學怎麼樣？
兩個人一定會搶起來，他可能會打得鼻青臉腫，他可能每天都在這
樣過。
　　我們在想班級有班級的規矩，比如說上課不可以隨便講話，不
可以四處走動，那這個孩子說，「我就偏不守規矩，我要走來走去
。」可能下課老師就會找他談話，那他每天會快樂嗎？這個孩子長
大了，如果進入了一個公司、一個團體，他自己想我要有個性，我
幹嘛要跟你們一起相處？結果這個孩子和公司所有的員工格格不入
。比如說他早上故意遲到，我就是不守規矩，那可能沒多久老闆就
會把他開除，不需要這樣的員工。這樣的孩子他從小到大會四處碰
壁。如果他守規矩，比如說這個孩子，他走到班級守班級的規矩，
他上課就聽老師的話，安心的聽課，認真完成作業，下課也遵守和
睦相處的規矩。當他在上班以後到了公司裡多觀察，看看公司都有
哪些好習慣，他就很快的能夠融入一個團體。我們去想一想，這樣
他，真正的能夠輕鬆和快樂。
　　曾經有兩個大學畢業生，到了一個公司應聘，她們學歷都還不
錯，兩個女孩。當時這個公司的領導就想著，年輕的員工要帶出去
，一起去招待客人，要歷鍊一下他們為別人服務的能力。這兩個女
孩子是湖南人，我不知道我們的老師，了不了解湖南人喜歡吃怎樣
的菜？她們喜歡吃辣椒。當時公司請客人吃飯，請的客人是廣東人
，廣東人喜歡吃怎樣的菜？比較清淡或者比較帶甜味的菜。我們要



請客人吃飯，要點誰喜歡吃的菜？我想這個問題太簡單了，但是這
兩個孩子大學畢業，卻真的不知道。她們到了圓桌上，就開始跟客
人一起吃飯，領導就點了廣東人喜歡吃的菜。吃到一半，這兩個湖
南的女孩子就非常的不滿意，在餐桌上就議論起來，就在那裡說沒
有菜可以吃。領導覺得很沒面子，就專門給她們點了一盤有辣椒的
菜，菜一端上桌子首先給誰吃？那這個桌子一定會轉到客人面前，
讓客人先吃。
　　但是這兩個女孩一看，終於有一道菜自己喜歡的，客人拿著筷
子正準備去挾，還沒有挾起來，她們就把桌子一下子轉到自己面前
，就認著那個菜吃，領導又把菜轉過去，她們又把它轉過來。結果
這餐飯吃完了，吃得老總滿臉通紅，下來以後就跟這兩個女孩子講
，你們覺得這餐飯吃得怎麼樣？這兩個女孩一點都沒有感覺，就回
答說幸虧最後有一道菜，我們還比較滿意。她們有沒有感覺自己是
在做什麼樣的工作，當下自己是怎樣的角色。然後領導就跟她們講
說，妳們難道不知道上了菜，要先客人吃嗎？這兩個孩子說是這樣
嗎？我從小到大家裡吃飯，都是我第一個吃。我從小到大媽媽都會
問我，女兒妳喜歡吃什麼？我都做給你吃。
　　所以我們感受到，現在的孩子沒有學習，即使他大學畢業，他
不懂得與人相處的規矩，他可能會碰壁，他可能會造成很多人的困
擾，因為沒有人教過他們。但是相反，我們看到中國古代的這種典
籍，孩子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教規矩，從餐桌上就開始教。比如說有
一部經典，它就寫得很清楚，吃飯的時候要怎樣吃。它當時就寫到
這個孩子跟父母一起吃飯，第一要自己擺桌子，要學會擺桌子，把
這個菜、碗盤都擺好。第二它講到父母親在吃飯，孩子要學會觀察
，觀察什麼？它說要去看媽媽爸爸喜歡吃的菜。怎樣才是喜歡吃的
菜？挾得比較頻繁的菜，老去挾那個菜，那個菜就是爸爸媽媽喜歡



的菜，那喜歡的菜就要把這個菜放到父母的面前。還要去觀察父母
的碗裡面沒有飯了，要馬上起來添飯。後來我跟很多小朋友講，因
為每次我到班上，我第一堂課我都會跟小朋友講，我說肖老師很會
看誰是最聰明的孩子，請問我們各位老師，怎樣的孩子最聰明？我
們的評價標準是什麼？
　　曾經有個家長，他的兒子很活潑，那怎樣才是活潑？在機場大
吼大叫。在這種公眾場合就在那個拿著那些宣傳單，疊飛機到處飛
，然後在這個整個機場的大廳裡大吼大叫，所有的人都看著他。他
旁邊一個阿姨就說，你的兒子真活潑，活潑的孩子，好動的孩子很
聰明。我們靜下心來想一想，這是真正的活潑嗎？這叫沒有家教，
沒有規矩，把父母的臉都丟盡了，父母還不知道。後來我跟小朋友
也講什麼是真正的聰明？聰明是不是你會做數學題？會考一百分那
叫聰明嗎？後來我就跟小朋友寫到「聰」，對不起，我寫的簡體字
，能不能看得懂？聰和明，孔老夫子在《論語》裡面講到「君子有
九思」，有九個思惟的方式和態度。其中兩個就是「聽思聰」和「
視思明」，什麼意思？就是會聽、會看，耳聰目明。那怎樣的孩子
才是耳聰目明？比如說別人一句話，你能聽出他話裡的意思；你要
會看，看到別人的需要，並且進一步的去幫助對方。
　　當時我在帶班的時候，我就跟孩子講到聰明，我就跟他們舉例
子，比如你的同桌打了個噴嚏，你聽出個什麼？他說我聽出他可能
要感冒了。那我問他們，我們可以做什麼？他說我可以給他拿藥。
我說是，那當下可以做什麼？可以立刻遞上一條紙巾，這就是聰明
，因為你會聽並且你會做。那正在講到這裡，當時我的黑板就寫滿
了，我沒有找到黑板擦，我當時就正好問小朋友，請問黑板擦在哪
裡？這全班的孩子就一愣。我就正好問他們，從老師這句話你聽出
了什麼？然後孩子們就說，我聽出了老師想擦黑板。我問他們，我



們可以做什麼？孩子們就說，我們可以幫老師找黑板擦。
　　我就繼續問他們，我們可以做什麼？有小朋友就說了，我們可
以幫老師把黑板擦乾淨，我連問三遍沒有一個孩子行動，他們就坐
在底下。我問他們可以做什麼？孩子說我們可以幫老師把黑板擦乾
淨。我問一遍，他們回答一遍，反正我就一直面對他們微笑，仍然
問他們我們可以做什麼？把那個「做」說得很用力。終於在問到第
四遍的時候，有個男孩他就從座位上站起來，在地上撿起黑板擦，
把黑板擦乾淨了。我當時就跟全班同學講，這才叫聰明，聰明絕對
不是落在嘴巴上。所以我就感受到我們現在的孩子，他的學習都是
停留在嘴上，停留在試卷上，但是很少能落實在生活中。那些道理
他都懂，甚至講起來的時候比老師還能講，但是他就是不做。
　　如果我們考試問小朋友說，看到紅燈你要怎樣？他會說紅燈停
，綠燈行，他都能夠在卷子上答出來。但是生活當中遇到紅燈，看
到左右沒人，可能他就過去了。所以現在我們所感受到的，是教學
和生活脫節，所以教出《弟子規》講，「不力行，但學文，長浮華
，成何人」。一句話都不做，不力行，但學文，就是只知道學習考
試，用嘴巴磨嘴皮子。長浮華，成何人，這些孩子一個個都能言善
辯，但是做到的卻微乎其微。所以當時也讓我覺很有意思，覺得這
些孩子，自從這個小朋友動起來以後，我發現班上的小朋友，就開
始變得真正的愈來愈聰明。比如說我到了學校，本來這些孩子沒有
習慣幫老師抱本子，幫老師拿東西。我當時我就抱著一疊作業本，
要回辦公室，抱起來，我就問小朋友，你們看到老師抱了這麼多本
子，你們看出了什麼？你們能不能幫著做些事情？有孩子就會過來
幫老師抱本子，慢慢就會養成一個好習慣。
　　後來我到學校剛剛進校門，我們班的同學在二樓看到我，就會
有五、六個同學衝下來，把我的這些包、這些作業本，幾個人全部



就搶過去，就幫我拿到辦公室。我們點點滴滴的啟發孩子，他其實
做得很快樂，比如說老師在咳嗽，你可以做什麼？聽到老師咳嗽了
，孩子可以做什麼？他說可以給老師倒一杯水，我們這個時候就可
以教孩子如何倒水。後來我到學校，我就感覺很自在，就讓我想起
最早在剛剛帶班的時候，我有一次下課的時候，那幾個小朋友幫著
我，抱著書本回辦公室，有個男孩就高聲的叫了一聲說，「起駕回
宮」。就感覺到一個老師在孩子心目當中，這個地位非常重要，被
侍侯得好像一個皇太后一樣。但是事實上我們沒有這種想法，只是
希望我們要成就一個孩子，為人處世的態度，讓他們真正的學會在
生活當中的靈活度。
　　曾經我在深圳上班，當時有個校長就跟我們全體老師講了一件
事，他說那一天他也是剛剛招聘了一個大學生，有一個學校來參觀
。他就跟這個大學生說，去倒一杯水來給客人。這個指令難不難？
這個大學生就去倒水了，很久沒有倒過來，過了一會兒來了，沒有
水，給校長說對不起，校長，隔壁的門鎖了。校長說你再到隔壁去
，隔壁的隔壁去找一下有沒有杯子和水。這個大學生又去了，過了
一會兒又回來了，還是沒有倒過來，說校長，這個辦公室沒有杯子
。然後校長說，你可不可以找個老師倒杯水來？這個大學生又出去
了，過了很久又回來，跟校長說對不起，校長，我沒有看到其他的
老師。校長就說，一個大學生一杯水都倒不來，我如果把這個老師
要到我的學校，可能是我的負擔。所以如果是實習的話，他可能就
會把他辭退，不會再要他。
　　所以讓我們感受到，現在學校培養了很多的畢業生，但是公司
覺得缺人才，找不到人。原因到底在哪裡？不是缺高學歷的人才，
不是缺會考試的人才。而是缺真正會靈活的處理每件事情，會做人
、會做事這樣的人。所以我們就感覺到，一個孩子真正的有學習，



那才是真正的活潑。曾經有家長問我們說，你們把孩子教《弟子規
》會不會教傻了？我不知道我們的老師，有沒有遇到這樣的家長，
你看學那麼多規矩，還敬禮，這個會不會傻乎乎的？當時我們就跟
他講，我們的孩子看到你要進門，他會給你拎一雙拖鞋；看到你坐
下來累了，他會到背後給你捶捶背；看到你渴了，會立刻送一杯水
，這孩子會傻嗎？絕對不會傻，而是真正的活潑，真正的聰明。所
以在這整個教學的過程，讓我感受到的就是在學《弟子規》的過程
，孩子學得很快樂，而且愈學腦子愈靈活。
　　我當時在教學的過程，就正好有個機會去到中國的山東，山東
有個回族小學，這個學校全是回族的孩子。這個學校當時的校長請
我們的老師去教學，為什麼？他當時到廬江去聽課，聽完了以後，
他覺得傳統文化一定要帶回學校，去教他的學生。這個學校是什麼
狀況？所有的孩子一共才一百左右的學生，但是沒有老師願意去教
。為什麼？因為學校常常會有暴力和衝突，每天學生都會打架。而
且有的老師就講，我情願沒工作，我也不會去那裡。那些學生不僅
互相打架，甚至還欺負老師，轉過背，就在老師的背上貼上大字，
老師都不願意去那裡受氣。這個學校的校長說他去了以後，孩子有
些變化，甚至這個地區對學校孩子的成績，不做任何要求。因為他
們說老師能夠在那裡堅持一年，就不得了了，能堅持一年讓孩子不
打架，你不要說教課就已經很不錯了。當時一來請我們去上課，因
為校長很真誠，老師就派我去，我當時一想要去到這樣的地方，我
也很忐忑。
　　我是十一月一日到了民族小學，因為十一月二十七日廬江有課
，我就離開了，不到一個月的時候，這些孩子變化，可以說是翻天
覆地的變化。所以在這裡我也帶了一封信來，可以給各位老師讀一
下。這是一個六年級的孩子，他在學習了《弟子規》，我們每天就



只是用了一堂課的時間，來講《弟子規》，其他的課程照常上課。
那這個孩子他就寫成這樣一封信。他講敬愛的肖老師，您好，近來
身體好嗎？已經十多天沒有見到您了，我非常想念您。因為自從您
來了以後，我們學校變了，我們也變了，變得有禮貌，不打架、不
罵人。在家也知道孝順父母，團結兄弟姊妹了，家庭非常和睦。老
師，這一切都是您教育的功勞，記得您是十一月一日來的，是您把
聖賢的經典《弟子規》，至聖先師的教誨精心的傳授給我們。把我
從無底的深淵中拉了回來，您的教誨，一直在我的耳邊迴盪，使我
做事恭敬，每件事都做得很好。
　　在您的教導下，我們學校變了，以前校園裡垃圾很多，還經常
出現打架、罵人的現象，現在跟以前可大不一樣。我們同學主動的
掃地、撿垃圾，校園變乾淨。而且大家能夠做到「兄道友，弟道恭
」，不打架了，也不罵人了，還對老師特別恭敬，也養成了勤奮好
學的習慣。這個可喜的變化，都是您教育的結果，老師，在您的教
導下，我們也變了。以前沒有學《弟子規》這本聖賢的經典，不知
道孝順父母，總是讓父母擔心。父母一讓我幹活，我就哀聲嘆氣不
願意去，有時還和父母頂嘴，不尊重父母。所謂「人不學，不知道
」，老師，通過您，我找到了身上的垃圾。因為我跟小朋友做比喻
，我跟他們講這些壞習慣，就像一包一包的垃圾在我們的身上，我
們每天抱著這些垃圾吃飯，抱著垃圾睡覺，自己還不知道，所以要
趕快扔掉。這個孩子就寫，我找到了身上的垃圾，現在我把垃圾扔
掉了，我按照您講的去做，父母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同時也養
成了愛幹家務的好習慣，每天我堅持做掃地、刷碗、燒火，還有疊
被子，幹活使我很快樂。因為只有我多幹點，父母就可以少幹一點
，就可以讓父母休息一下。
　　我也不和父母頂嘴了，而且非常孝順，這些可喜的變化，都是



您教育的功勞。老師，在家裡我不僅孝順父母，而且團結兄弟姊妹
，現在我的家非常和睦，和睦的原因是您的教導我清清楚楚的記著
。以前我和哥哥經常打架，不是因為一點小事，就是因為一個蘋果
、一塊糖，我們兩個人打得很激烈，雖然我們只是身上痛，卻不知
道媽媽痛在心裡。現在我的家裡一團和氣，媽媽非常喜歡我們，我
們也愛媽媽。我和哥哥也不打架，有好吃的先給父母吃，真正做到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老師，這些都是聽了您的
教導。老師您還記得嗎？是您看我們不吃早餐，只吃方便麵，是您
告訴我方便麵有致癌物質，吃了以後會得肝病，我現在已經不吃方
便麵。您不僅讓我免除了肝病，還讓我學會了做飯，早上我很早起
來做飯，我吃，父母也吃，這樣讓我又孝順父母，又學會本領，真
是一舉兩得！老師，我想您人雖然走了，但您的教導已經深深的印
在了我的心裡，會使我受益一生的。我一定會用我的行動，來報答
您的教育之恩。這是山東慶雲縣羊庄子，民族希望小學的一個楊浩
同學，二００七年十二月六日寫的一封信。謝謝各位老師。
　　我當時看到的時候我很感動，當時是這個校長把這些信像掏寶
貝一樣的，從他兜裡拿出來。他說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們的學生，能
夠寫這樣長的信。這個校長講，以前提起寫作文，沒有一個孩子能
夠寫超過一頁，一般他說就是幾句話。他沒想到這次，一寫寫了整
整四頁，他說而且這些孩子以前寫信沒有像這樣，就是寫字沒有像
這樣工工整整的寫。但是這次所有的孩子給你寫的信，那個字都是
空前的好，都是認真，非常恭敬的在寫。而且甚至我看到的是，全
校當時有一個孩子非常調皮，他也給我寫一封信，他說老師，只要
你趕快回來，我都聽你的，我也不打架，也不罵人。而且我在這信
當中，看到孩子不停的提到一句話，老師，都是因為你的教導。
　　其實我自己感覺到很慚愧，因為這些教導不是我的，我也是向



老師學習，我才會有這樣的體會，才能夠把這些好的經典帶給孩子
。所以當時有些長者就問我，你是怎樣做到？這些孩子以前是這樣
的調皮、難教，為什麼不到一個月，他們有這樣的變化？所以讓我
在推廣經典的過程當中，我自己體會最深刻的，就是沒有孩子教不
好，真是這樣，每個孩子一定可以教好。孩子現在有些不好的習慣
，原因是什麼？其實真是這樣「人不學，不知道」，因為從小沒有
去跟這些孩子講過，你應該怎麼做人，沒有人講過。所以曾經在這
個民族學校，六年級發生一件事情，當時這個六年級的班上就鬧得
很嚴重。是怎樣？有個班長，六年級有個女班長是當了好幾年，五
年都是這個孩子當班長。
　　這個孩子班長當了五年就自我膨脹，所以就弄權一時，淒涼萬
古。五年級的時候，因為她也是屬於這種暴察之威，同學都要聽她
的，不聽她的，她就會找她的哥哥去打這個同學。所以同學就很難
過，終於五年級的時候，這些同學就省悟了，你憑什麼管我們，他
們就要改選。改選班長，一改選就把前任班長就孤立起來，一孤立
，這個班長又很難過，所以當時這個班上就鬧得很衝突。在這樣的
情況下，我看到他們班主任，還有老師怎麼處理？就把這些孩子拉
到面前來，每個人罵一頓，然後說你也有錯，你也有錯，這些小朋
友哭著就出去了。
　　我後來就在想原因到底在哪裡？孩子他犯錯誤，原因是他不知
道要怎樣做。比如說我們現在班上的一個班長，他了不了解他的職
責是什麼？我不太清楚馬來西亞是不是也叫班長？也叫班長。他知
不知道他的職責是什麼？我記得我每次也會跟全班同學在選班長之
前，我跟他們講一個故事。在我讀師範的時候，當時第一天去學校
報到，這個桌椅都布滿了灰塵，那當時我們就拿出一張紙巾，就把
桌子擦一下，椅子也擦一下，那擦多少？擦到剛好我能坐下去，我



不會擦多一塊，給別人擦，那我就坐下來。這個時候有個女同學，
因為那個時候互相都不認識，有個女同學打了一盆水，拿了毛巾從
第一排開始擦桌子，不管有人、沒人坐，她都把它擦乾淨，擦到我
們面前還給我微微一笑。很快一個星期以後要選班長，我就問他們
，誰當選了？這個女孩真的是當選了，而且當時全班除了她自己，
所有的人都選她。因為一個星期以後，大家認識的都只有她一個人
，她隨時都來幫助我們幹活，有了任何困難，她都會來幫我們做。
　　所以我跟孩子講，班長不是權力的象徵，他不是權力的象徵，
不是去管同學的。班長是做什麼？第一個班長是服務的，是為所有
的同學服務的，這是一個領導者的心境。第二個班長是做榜樣的，
你首先自己你要帶頭做好所有的工作，這是班長的職責。絕對不是
我當了班長，我就用這個權力去管同學，不是這樣。所以我發現這
個孩子不會當班長的原因，不是她不願意學好，而是沒有人告訴她
，班長的意義在哪裡。所以那一天我就帶著全班同學，開始找我們
的定位到底有哪些？我就跟他們講，在家裡是哪些角色？孩子說在
家裡我是兒子、女兒，我是哥哥、弟弟、姊姊、妹妹。我都把它全
部列在黑板上，那在學校又是什麼角色？他說在學校我是學生，我
是同學，我是學長，我是學弟。在班級可能我是個科代表，我是個
班長，或者我是個小組長，把這些角色都給它列出來，再一個一個
的講給同學聽，每個角色要怎樣去做，你才符合這個標準。所以在
這個過程我才發現孩子都聽得很專注，因為從來沒有人告訴他，你
要怎樣當個兒子。
　　我們現在想起來覺得很有意思，我們都以為孩子他應該知道，
自己怎麼來當兒子。但是我們思考一下，在孩子整個成長的過程當
中，我們有沒有教過孩子，你要怎樣來做個兒子，才是個合格的兒
子，他好像不太知道。甚至我們的爸爸，我們以前常常跟一些家長



交流，比如說開車要有駕駛執照，我們去上公司，要有這些專業技
能的憑證。但是我們把孩子生出來以後，父母就無證上崗了，沒有
經過任何的培訓，也不需要任何的憑證就上崗了。但是父母是不是
都知道，自己要怎樣來做個母親，怎樣來做個父親？可能還不太清
楚。所以當時我們就跟小朋友給它列出來，點點滴滴的教他，你應
該怎樣做。發現這些孩子不是不願意學，他們學得很快樂，所以立
刻學校就會發生一些變化。當時我總結了一下，這些變化到底都是
有哪些方面，我們到這個學校，第一星期都開始講孝道，所以我感
受到教孩子，真的沒有那麼難。老祖宗給我們的方法真的是最徹底
的，「百善孝為先」，給孩子講孝道，孩子的心就整個都柔軟下來
。所以第一個星期，我們到了學校，每天都講孝道，跟孩子講父母
的恩德，我們才發現沒有講以前孩子真的不懂。
　　所以有很多同學當時就講，老師，不講孝，我們真的不知道媽
媽原來付出了這麼多。所以要讓孩子先知恩，我們跟孩子講當我們
很小的時候，當我們學走路的時候，爸爸媽媽是怎樣一步一步扶著
我們蹣跚學步。現在我們的爺爺奶奶，可能他們年紀大了，他們走
路會緩慢，我們有沒有耐心也扶著爺爺奶奶慢慢的走？就像我們小
時候，他們耐心的教我們走路一樣。也跟孩子講當我們生病的時候
，父母是怎樣在我們的床前「晝夜侍，不離床」？所以現在爺爺奶
奶、爸爸媽媽，可能他們生病了，我們用怎樣的態度來回報？當我
們還不會拿杓子吃飯的時候，母親是怎樣一口一口餵我們吃。所以
現在爺爺奶奶老了，他們可能兩手顫抖，拿不起碗筷的時候，我們
有沒有耐心也給爺爺奶奶餵飯？我們把這個小時候，父母對孩子的
點點滴滴的付出，都告訴他們，那孩子他們都很感動，而且在這個
過程，就開始慢慢的把浮躁的心，就愈來愈靜下來。
　　所以在中國經典裡面，孔夫子的學生，孟夫子講了一句話，「



人有四端」，我們教孩子首先教他做人，首先要有做人的這樣的一
個心境，所以孟夫子講，一個人他的特徵是什麼？有四種心境。第
一個就是「惻隱之心，人之端也」，我們掌聲謝謝這位老師。「惻
隱之心，人之端也」，一個人首先他要有仁愛的心，仁愛的原點也
在孝道，也在孝順。當時我在教這些小朋友，他們孝心一起來每天
就會寫日記，我在想這個日記是個很好的方式，跟孩子做溝通。因
為我曾經在一個學校，在這個民族學校之前，去另一個小學也去代
課，代了四個月，那個班級有七十四個孩子。我不知道馬來西亞的
班級，一班有多少個小朋友？七十四個孩子，我站上講台看到的全
是眼睛，很多。我想我如何能夠去了解每個孩子的狀況？我只能通
過一個途徑去跟孩子做交流，所以後來我就讓他們寫日記。很多老
師當時就問我說，我們班也寫日記，但是孩子的日記都是用抄的，
去把作文書翻一篇就抄給我。你怎麼讓孩子寫真話給你？
　　後來我就在想，為什麼孩子會去抄日記？可能我們在讚歎孩子
的時候，就開始講了說這個好辭、好句用得很多，華麗的辭藻用了
很多。這樣一讚歎，孩子就想老師喜歡這樣的日記，我就要迎合老
師的口味，去抄一篇給我。所以當時在孩子的日記，我就沒有任何
要求，我跟所有同學講，日記只有一個要求，就是說真話，你說你
的心裡話。我這樣講，孩子不一定一開始會很信任你，我當時跟他
們講，比如說這個日記絕對不是完成任務，不是應付老師，你要應
付我沒有任何的意義。所以我就跟他們講，你沒有寫的，你就跟我
寫一句話說，老師，今天我沒有寫的，都可以，但是你要寫真話。
所以在這個過程慢慢的很多孩子，就開始寫出他的心裡話，通過日
記就可以對孩子做一些引導。所以當時我們在講到「惻隱之心，人
之端也」，很多孩子孝心一開，他就會寫。
　　當時有個姊姊她就寫到，今天我正在寫作業，我突然想起來要



給媽媽鋪被子，我就走過去到臥室正準備鋪，一看被子已經鋪好了
。這個時候我的弟弟走進來，說「姊姊，每天都是你幫媽媽鋪，今
天我來做。」那弟弟鋪了，我就繼續寫作業，作業寫完，我想起來
要給媽媽洗腳，當我走進客廳，準備給媽媽洗腳，一看弟弟正在給
媽媽洗，我的弟弟又比我先了一步，我就走過去，弟弟洗一隻腳，
我洗另一隻腳。大家想像一下她的母親會有怎樣的面容？一定笑得
合不攏嘴。那這些孩子沒學《弟子規》以前，不是這樣的，兩姊弟
常常吵架。所以我們就感受到一講，孩子都會去做，而他一做，我
們把他的日記拿出來全班一讀，就是最好的榜樣。所以我一讀完以
後，這段時間日記很多孩子都寫，他們給媽媽洗腳，或者鋪被子。
　　有一段時間也很有趣，因為我們孟夫子講「親親而仁民」，就
是一個人如果孝心開了，他會去把這個孝心拓展到愛周圍的人，進
而更拓展到愛護周圍的環境、周圍的物品，他都會去愛護，因為這
個心境根本都在一個孝心。當時這些小朋友很有意思，我就看到有
一天有個小孩他就寫，今天我在路上看到一隻小鳥，從巢裡面跌下
來摔死了，我想人死要入土為安，鳥死了也要入土為安，我就把小
鳥埋了起來。我給牠埋了起來，我還給牠立了一個墓，寫上小鳥之
墓，我還在墓旁邊默哀三分鐘。因為「喪三年，常悲咽」，他說父
母死要守喪三年，小鳥去世我給牠默哀三分鐘。而且孩子在做這個
時候，他是很認真的，他說小鳥死了，牠的媽媽會有多難過！所以
他那種心境，他體會到自己父母對他的愛，他會覺得萬事萬物都會
對它非常的關愛。所以他會用這種同理的心，去親親到「仁民而愛
物」。
　　當時還有一次我們班在上課的時候，當時這個小朋友在鬧，我
叫了兩聲，那個聲音被他們淹沒了，所以我就拿著鞭子敲那個講桌
，我就使勁兒的敲了一下。晚上就有同學寫日記，他把日記寫出來



就跟我說，老師今天你敲講桌的時候聲音很響，我想講桌一定很疼
。我當時一聽要不要給講桌道歉？所以我覺得面子也很不容易放下
，但是一想我要做好榜樣。第二天我就面無表情故做鎮定，跟所有
小朋友說，老師沒有做對，所以要給講桌道歉，給講桌鞠了一躬，
說對不起。因為我是這樣要求孩子的，我跟他們說你使勁拍桌子都
不可以，那我自己要先做，雖然做得不情願，但是卻發現孩子仍然
很受感動。第二天那個日記就有孩子寫，老師，你敲講桌原因還是
怪我們，因為我們沒有好好的上課，才讓你對這個講桌這樣使勁兒
敲，原因都在我們這裡，老師還去給講桌道歉，應該我們給它道歉
。所以就感覺這些孩子他的心，愈來愈柔軟，愈來愈細。
　　在這個日記當中也很有意思，這些小朋友，當時我在帶這個班
級，有八個金剛。我不知道各位老師，能不能理解八個金剛的含義
？我看很多老師都在點頭。這八個金剛以前常常每天都打架，打到
什麼程度？當時我帶他們是四年級，這些四年級的孩子，可以衝到
六年級的教室跟別人打。我後來在想為什麼他們去打架？這是結果
，要解決問題一定要把原因找出來。所以後來我在想，一個人的思
想會決定他的行為，我們從一個人的行為，也可以去推斷他的思想
。這些孩子打架樂此不疲，而且我當時看到一些同學，談起我們班
的大金剛，滿臉那種羨慕的神情，一臉的崇拜，談起來覺得很厲害
，就是用大拇指，像英雄一樣。所以那天我抽了一節課的時間，跟
小朋友講什麼是英雄。這些孩子我們思考一下，所有的同學都認為
什麼是英雄？我們的同學認為什麼樣的人會是英雄？他們會認為打
架厲害的人是英雄。這個觀念是誰教給他的？我們的父母有沒有跟
他說，你看隔壁的叔叔那麼會打架，多厲害，有沒有這樣教過？好
像沒有。但是孩子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觀念？他是在哪裡學的？
　　可能很多是從電視，甚至有的動畫片，塑造了英雄的形象，都



是打敗了很多的人，然後自己又一個人跑出來。所以這些孩子，認
為這樣子的人是英雄。那我當時就跟這些小朋友講，有一個人打遍
天下無敵手，但是全世界有一個人卻永遠戰勝不了，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就是他自己。怎樣來理解？我跟小朋友講，我們有兩個自己
，一個是人之初，性本善的自己，另外一個是沾滿了壞習慣的自己
。你要想回復到自己真正本來的樣子，一定要戰勝壞習慣。所以我
跟小朋友講，真正的英雄不是去打敗別人，而是戰勝自己的壞習慣
，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比如說你今天想打人，你把拳頭伸出
去，你已經不是英雄了，因為打人是不好的。如果你能忍住不打，
你反而是英雄，因為你忍住了自己的壞習慣。所以那一天有個同學
他就寫日記，「今天我的同桌來罵我，我正想出手去打他，我突然
想到老師講的話。」
　　因為當時我跟他們講，有一個法寶可以讓你成為英雄，什麼法
寶？只有一個字，就是要忍。我就問他們忍無可忍要怎樣？他們說
忍無可忍就無須再忍。我當時就跟他們講忍無可忍，還要再忍才是
英雄。因為你忍不住，你就被壞習慣控制了，你已經是它的奴隸了
，怎麼還是英雄？當時這個小朋友他就講，我正想打他，但是我突
然想到老師講的話，要忍人所不能忍，不能忍的時候還要能忍，我
就把手收回來。於是我今天特別高興，因為我當了一回真正的英雄
。當時我把這篇日記也在全班讀給大家聽，結果「見人善，即思齊
」，讓同學們都相觀而善，互相去學習別人的長處。那段時間果然
班上的刑事案件就急遽下降，本來以前都忙於去當判官，每天都在
那裡審理案件，每天升堂開庭。後來這個明顯打架愈來愈少，因為
他們都開始轉念，思想觀念一轉，行為就開始轉變。因為他們都想
當真正的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就是忍住自己，而不是去打敗別人。
　　因為我跟他們講，你打敗別人的同時，敗得最慘的就是你自己



，因為你已經變成了壞習慣的奴隸，你已經不是英雄了。我們大大
的去讚揚，這些忍住自己壞習慣的孩子，我們這種評價就會給全班
導向，當時班上的氣氛就變得很融合。所以我才知道小朋友很多的
問題出現，都是因為沒有給他們好的這些教育。當時有個小朋友他
還來跟我講到，因為我們講「惻隱之心，人之端也」。我記得當時
我們班上，打架最厲害的一個孩子，那個孩子他本來每天的心思，
都在打架上面。當我們把仁愛的心、孝順的心傳遞開以後，我就常
常在辦公室會遇到這些孩子，在街上撿到流浪狗，或者在路上撿到
小鳥就拿過來，拿到我這裡，讓我給牠養。
　　我們教室裡曾經出現著，小朋友在聽課，這個狗就在教室裡走
來走去的散步，這些小朋友也覺得很自在。因為我跟他們講，這個
狗是在考驗你們上課專不專心，你愈專心就給小狗也就做很好的榜
樣。那個上課比其他的時候更專注，沒有孩子去開小差。當時有一
隻小狗，小朋友在一條陰溝裡面撿到一隻狗，當時全部的小朋友就
去把這個狗，先用熱水洗了一個澡，洗完澡他們又去找了個盒子用
稻草鋪起來，再把牠送到辦公室。一下課，我就發現很有趣的現象
，班上最調皮的這些孩子，就是以前下課就去打鬧的這些小朋友，
反而現在一下課，就到辦公室來看望這隻狗，就圍在那裡。而且我
看到是最調皮的孩子，把自己的牛奶拿過來，一滴一滴的餵這隻小
狗吃。我當時看了就很感動，就感受到不是孩子不好教，真是這樣
。當他打架的時候，是他沒有感受過仁愛的那種平靜的喜悅，他沒
有感受過。當他這種仁愛心喚醒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就是非常柔和
的，這樣子的一個孩子在我們面前。
　　曾經還有個小朋友，他撿了一隻鳥過來給我，那隻鳥剛剛從蛋
裡孵出來，就從巢裡掉下來。因為我們講要仁愛，我們自己一定是
以身作則，所以那隻鳥我放到辦公室，牠就到處撲牠的翅膀，翅膀



沒有長滿了又飛不起來，牠一撲就會從桌子掉到地上，我又怕其他
人踩到牠。我要上課了，我就只能把牠捧在手上，那一堂課我就捧
著這隻鳥，上了一堂課，這個鳥還時不時叫一聲，我就感覺到原來
上課也是可以這麼快樂。上完這堂課，我就把這隻鳥，問全班哪位
同學可以認養。班上就有個孩子，成績很不好的一個孩子，就主動
來說他要養。我就把這隻鳥遞給他，捧給他，正好我就想起來，這
個孩子每天寫日記，都寫同樣的一句話，每天都這樣，已經寫了一
個多月了。他怎麼寫？他說早上我吃了早飯，高高興興的上學了；
中午，我高高興興的回家。每天都這樣寫，沒有任何改變。
　　正好這個時候我把小鳥給他，我就跟他講，你能不能每天記錄
一下，小鳥吃了哪些東西，牠長了幾條羽毛，你都寫一下，寫給老
師，讓我了解一下。從那以後，這個孩子他的日記，就開始變得愈
來愈多，他就開始明白日記可以記這個，他沒有壓力。就有一天他
日記就寫到，「老師，今天這隻小鳥已經羽毛長滿了，我把牠放了
，我很高興。」我當時我也很高興，我說你做得很好，把小鳥已經
養得牠已經可以飛了。因為他還講，我想牠終於可以去找牠的媽媽
了。那孩子很快樂，過了兩天他又寫，老師，今天我放的那隻小鳥
回來看我了，還對我笑。我想請問各位老師，我們有沒有見過小鳥
對我們笑？有沒有見過小狗、小貓對我們笑？好像沒有。我當時就
很好奇，我就跑去問他，你怎麼知道是你放的那隻鳥？孩子就跟我
說，老師，我看牠的眼睛我就知道是那隻鳥。我當時覺得很奇怪，
後來我又問他，那你怎麼感覺到牠在對你笑？小鳥笑是什麼樣子？
這個孩子他也很認真的跟我講，老師，我看牠的眼睛，我就知道牠
在對我笑。
　　所以當時我就很慚愧，我有沒有在這生命當中去體會過，萬事
萬物的那種笑容？他為什麼能夠感受到小鳥的笑？那是因為孩子在



用心體會，他不是用眼睛看的，他是用心去感受的。那天這個孩子
給了我很深刻的教導，那天我騎著車回家，在路上我就使勁的看，
這些樹有沒有對我笑？我就發現真是這樣，一個人的心境改變了，
周圍的環境就開始發生變化。我那天心情非常愉快，因為我真的感
受到每棵樹都在對我微笑。所以我們才感受到，世界仍然是那一個
世界，我們的心變了，周圍的環境好像就開始變化。當時我所感受
到的是孩子他們一教，就立刻可以去做，而且他們一做就會有「學
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了以後去做，就會這樣的快樂。
　　曾經我們在接受一次採訪，主持人問我，現在很多孩子學得很
苦，為什麼你的孩子學得很樂。我當時我就覺得很奇怪，我說學習
本來就是快樂的，因為孔老夫子在《論語》裡面，第一句話就講「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為什麼現在的孩子不樂？因為第一個學
了以後沒有時習之，不去做，學習都是為了一個分數，都是為了一
次應付，他怎麼能夠快樂？另外學的到底是什麼？我們先教孩子做
人，先教孩子認真的態度，孩子不光是學得快樂，而且能學得很好
。所以在整個一年的過程實踐當中，我去到了兩個學校，第一個是
在廬江湯池一個學校，有七十四個孩子的一個班級。這個班當時是
全校成績最差、紀律最差，都不好的一個班，換了幾個班主任。我
們帶他們四個月，孩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光是行為、習慣的變
化，而且學習成績也變化很大。當時他們在就是四個月以後，學習
成績在那個學區，上升了六個名次。我就覺得我並沒有花更多的時
間，教他們如何來背書，如何來寫作業。但是因為孩子的恭敬心起
來、孝心起來，他學習的動力都不一樣，所以他們整個學習都開始
變。
　　第二個是我到了山東，也是個學校，整個是回族的孩子。這個
學校剛剛也跟大家報告，沒有老師願意去，僅僅一個月也是發生這



樣的變化。所以我們在整個過程，愈來愈讓我感受到，人是可以教
得好的。我們有足夠的信心能夠把所有的孩子教好，因為中國有五
千年的智慧，它已經呈現出來的是五千年的方法，五千年的效果。
所以我們沿著老祖宗這樣的足跡去教，一定能夠把孩子教好。所以
接下來在明天、還有後天的課程，我會繼續向各位長輩和老師具體
的匯報，在這兩個學校裡面，是怎樣來具體落實《弟子規》，具體
把《弟子規》怎樣結合我們的課程，來教學的。今天先和大家分享
到這裡，謝謝各位長輩，各位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