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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教学与综合素养 

张晨 

 

摘要：什么是综合素养？古老的象棋化身为新的综合实

践课程，在学校教育教学当中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能起

到什么样的作用？作者结合自身一线教学实践案例，尝试探

讨象棋教学和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关系。 

 

关键字：综合素养；象棋教学； 

 

一、背景概述 

一直以来棋类活动都是被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标志项目存

在于学校教学和社会培训当中，尤其是象棋（以前叫“中国象棋”，

后来了为了国际推广的需要，中国象棋协会将名称改为“象棋”，英

文名称定为“xiangqi”）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当中从来都是扮演

着一种寓教于乐的角色。老百姓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人生如棋，棋

如人生”实际说的就是象棋。在民间流行的一些棋谚，比如“好马不

吃回头草”、“小卒过河赛如车”等等都经常被用来暗喻工作生活中

的一些道理。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象棋作为一项重要的中国民族传统的

文化体育益智综合项目被更多的学校引入课堂，如何让象棋教学给在

校的学生带来扎扎实实的促进成长的作用，这方面的思考与实践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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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 

笔者结合多年的象棋一线教学经验，综合一些典型案例，感到象

棋教学对于学生的综合素养的养成和提升有着很大的作用，如果能够

运用得当，对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应当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 

二、概念探讨 

（一）综合素养与综合素质 

在过去，教育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指人

具有的学识、才气、能力以及专业技术特长等综合条件，是可以直接

量化表述的因素，如果从维度来衡量，可以从一个点、一个特长或者

一个方面来具体描述。关于综合素质的描述，我们可以追述到《论语》

中的“温良恭俭让”。综合素养的提出显然上升了一个维度，是对综

合素质概念做出的一个整合提升，从维度来衡量，属于三维并且具有

辐射性的。 

1912 年 2 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

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即“军国民教育、实利

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之教育所不可偏

废”。其实，这就是对综合素养的培育提出的系统阐述。 

显然这不是最早对综合素养的思考和探讨，我们可以追述到《大

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

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其实从《大学》开始，中国的古

代圣贤们就一直在探索个人的综合素养话题。“修身、齐家、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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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天下”就是古人提出的最高的综合素养目标，并且还给出了具体的

六字衡量指标——“止、定、静、安、虑、得”。 

（二）新概念核心素养 

当下还有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核心素养。2002 年，在欧盟发布的

报告《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素养》中，第一次使用了“核心素养”一

词。2013 年，北师大开展“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2016 年，该

课题组公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总体框架与基本内涵”，提

出了“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的三大领域概念，

进而再细分为六项指标，即“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

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 

核心素养的六项指标跟《大学》的六个指标在数量上的巧合，颇

有一种“温故而知新”的启迪。所谓核心素养，就是面向未来社会所

必需的关键能力和品格。 

从综合素质到核心素养的评价体系进化，我们对于一个个体的评

价从点到面进而发展为立体模型，这种立体的评价结论就是一个个体

的综合素养。 

（三）象棋教学的价值 

象棋的对弈体系为“车”、“马”、“炮”、“兵”、“士”、

“象”围绕“将”为核心进行演绎发展。这种兵种性质各异和数量上

与古今学者提出的综合素质、核心素养的重合，偶然之中似乎又有着

一种趣味。象棋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杰出代表，被正式引进课堂，与

现代化的教育手段结合之后，它的教学与普通对弈就不是一个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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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教学中象棋教学属于综合实践课程的范畴，因此它既要遵循学

校课堂教学的规律，更要充分结合项目本身的特殊性，使得它的游戏

属性和竞技属性变成一种综合的促进力，使得喜爱象棋的学生不仅棋

艺高超，更应该全方位立体发展，提升个人综合素养，真正体现“棋

如人生”的育人价值。 

三、对应简述 

笔者结合多年来的个体和群体的教学，发现核心素养的六个分支

方向在象棋当中都可以得到完美的体现，学生在接受正规的象棋教学

训练的过程中，各方面素质都可以得到锻炼。 

（一）象棋和文化基础 

1、人文底蕴 

自古以来中国的圣贤们都致力于人的研究，孔子将人分为“君子”、

“小人”和“民”，老子将人分为“上士”、“中士”和“下士”。

这种划分的基础实质就是人文底蕴。 

传承了数千年的象棋就好比是一个社会的映射，各个兵种、各种

杀法、各种技巧等等无不透露着关于人文的学问。因此，很多有识之

士都将此引申为“棋道”。 

俗话说“棋品如人品”，其实就是暗喻了象棋中的人文底蕴。在

教学中，从以棋育人的角度出发，借用历史典故、名人轶事等进行素

质教育，不仅寓教于乐而且事半功倍。 

比如爱国棋王谢侠逊的故事，对于少年儿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教

材，笔者曾经专门给《爱国棋王谢侠逊》这本书写了读后感并且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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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上以中英文版本连载。谢侠逊以象棋为媒介，肩挑下南洋抗日救国

募捐的重担，甚至险些献出生命的经历，对于少年儿童的家国责任感

的教育，就是最重要的人文底蕴。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学习象棋更应学习做人，倘若连

基本的礼仪都未能学到，更无需论及人文底蕴了。笔者在教学中，对

于礼仪是比较注重的，要求学生进课堂需要跟老师问好，下课需要跟

老师说再见。看似简单的礼仪，久而久之则可成为好的习惯。 

“功夫来自棋外”实质就是指化用其中的人文底蕴以达到育人的

效果。 

2、科学精神 

象棋的技术性很强，无论是专业棋手训练还是业余教学培训，遵

循正确的学习规律和恰当地利用软件辅助训练助力提高学习效率，必

须以科学精神为依托。 

甲同学，男，小学三年级，经大师推荐找到笔者进行象棋的系统

学习。经了解，甲同学学习象棋已经有三年半的时间，但是棋艺一直

未能发生质变，从未在同龄段市级比赛中获得前十名的成绩。笔者首

先对他进行了基本功的摸排，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甲同学的基

本功的得分几乎为零。 

由此可见，三年半的时间，他的学习方法是不科学的，没有很好

地学习基本功而是好高骛远先去学习了很多的布局套路，好比是练武

功，马步尚未站稳就想练蹿蹦跳跃。 

于是笔者为甲同学制订了学习策略，从基础必修残局入手，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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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升降级指导棋。经过两个月每周两练的基础必修残局的学习，甲同

学在市级比赛中首次打进了前三名。五个月后，在全国儿童赛中取得

了第五名的好成绩，随后又在市赛中斩获冠军。 

触类旁通，将学习象棋的经验拓展到其它知识领域的学习，也是

同理。只有学习方法对头再加上足够量的积累，才能够获得好的学习

效果，那种盲目相信课外培训取代正规课堂学习的思维显然是舍本逐

末了。 

透过棋类软件辅助这个方面，我们也会有所启示。很多的心浮气

躁的棋友在基本功尚未打牢，棋理尚未吃透的时候，就盲目地去死记

硬背一些所谓软件解析出的着法，认为能够快速提高棋艺。这是典型

的投机取巧想一夜暴富的心理。这个行为实质上跟那些疯狂购买学习

机和学习软件，以为一机在手学习无忧的幻想如出一辙。事实上呢，

无论哪个领域，在没有通过自身努力形成有效理解的时候，任何的高

科技捷径都是徒劳的。 

（二）象棋和自主发展 

象棋的学习过程实质上是一种自我提升的修炼过程，由于它本身

所具备的游戏属性和竞技属性，所以对于学习者的自主发展要求很高。

教学得法则可寓教于乐，反之则会变成一种痛苦的煎熬。 

1、学会学习 

在这个学会学习的过程中，自主学习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多，所谓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象棋的教学当中特指的是学生在自主

学习的基础之上，于困惑之处得到老师的及时指点，往往有醍醐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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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感，棋艺水平常常产生质的飞升。 

能够自主学习，并且持续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进步，这才叫学会学习。这种能力如果可以从象棋学习推广到文

化学习和工作生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将无可限量。 

乙同学，女，高中一年级，经过大师推荐找到笔者希望通过暑期

集中突击训练提高棋艺，目标是在全国青年锦标赛中打进前 16 名获

得二级运动员。 

棋力摸底发现，乙同学的杀棋功夫严重退步，实战对局熟练度不

够，要想在短短的 20 天不足的时间里取得长足进步，难度很大。 

笔者为她制订了对应的学习策略。首先是集中训练杀法题 100 题，

先做后讲，把每道题涉及到的核心杀法全部弄懂；其次按水平等级找

对手陪练；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笔者对她提出一个要求，每次

学习必须至少带一个自己认真思考过的问题前来。 

前两个环节顺利进行，在第三个环节的执行当中，乙同学表现出

了很高的自主学习能力，每次都能带两到三个有质量的问题来学习。 

经过 15 天每天三小时的高强度学习之后，乙同学的棋艺水平有

显著提高，甚至跟青年赛的夺冠热门棋手能走出和棋局势。 

最后准备比赛阶段，笔者又为她量身定制了两套先后手的相对冷

门一些的开局，最终在全国青年锦标赛中获得第 14 名，成功获得二

级运动员称号。 

有正例也有反例，后来又有一同学试图复制乙同学的成功案例，

来找笔者，笔者提出的要求该同学无法完成，基本上没有自主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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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从来没有主动带问题来，都是坐等教练喂养，如此则进步微弱。 

笔者在平时学校初中生拓展课的教学中，也立足于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比如笔者特别安排了两节阅读课，指定学生详细阅读学

习《象棋零起点进阶教程》的部分内容。在阅读过程中，学生渐入佳

境，主动询问是否可以用棋盘辅助。经过两节课的自学体验之后，学

生由衷地感慨自己小的时候似乎学的是假象棋。 

这种感慨实际上就激发了学生的内驱力，然后笔者再进一步引申

启发学生把这种能力拓展到自己的其它学科学习当中去。 

2、健康生活 

由于象棋具有游戏属性，因此如果没有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

则极容易误入歧途，即所谓玩物丧志。比如自古以来就有象棋排局于

江湖之间流传，且古代象棋江湖艺人多以此为生。某些自制能力较差

的学生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聪明不知其中利害，不仅因此耽误学业

甚至遭遇钱财损失。新闻当中就曾经报道过大学生被骗光三千元学费

的事情。 

如今是网络时代，网络对弈也是家常便饭，无论对于未成年学生

还是成年人，如果沉迷于网络对弈也是有害无益。著名象棋理论家贾

题韬先生就曾经指出，对局时要认真不要贪多，一般两三局即可，倘

若多了则手滑无效。实际上在正规的教学训练中，每盘对局之后进行

复盘找出不足，来一个“温故而知新”才是正道，那种一味滥下到头

昏脑胀、废寝忘食的地步，实质跟网游上瘾并无两样。 

在学校校队的平时训练中，笔者每周都会安排适当的网络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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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队内网络比赛，也有网络自由对局，然后再进行总结，比较线上

和线下对弈的不同点以及如何正确对待网络对弈等，尤其是指出对弈

时的专注度以及观感体验。 

所以，从健康生活的角度出发，正规学习，谦虚好学且不受小利

诱惑，不仅是学习象棋的正确之道，更是今后工作生活的正确态度。 

（三）象棋和社会参与 

这里探讨的社会参与并非指象棋作为一项社会活动，而是指象棋

对于学生个体社会参与素质提升的作用。 

1、责任担当 

象棋的胜负的标志时将帅的存亡，每一步棋的终极目标都关乎将

帅存亡，笔者在教学中以此为契机，对学生进行责任心的教育，其实

就包含了责任担当素养的培育与提升。 

丙同学，男，小学二年级，酷爱象棋，文化课学习成绩优秀，但

是行为习惯不佳经常顶撞老师和同学打架，于是就成了班级里面被孤

立的对象，父母甚为烦恼。 

机缘巧合，家长找到了笔者，希望可以通过象棋的正规学习来促

进孩子的转变。在教学接触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该同学显然是属于聪

明自信但是情绪控制能力较差的典型，在对局中也会暴露出这方面明

显的缺点。于是对症下药，在棋艺提高的同时，不断提醒他情绪控制

的要点。 

经过大约三个月的学习，该同学迎来了一次机遇，即代表学校参

加区比赛，获得了第五名，这也是他就读的学校首次有学生获得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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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优异名次。家长反馈，老师和同学们都因为他的这次优异表现给

予他很多的表扬，连外号都变成了“棋王”。于是，丙同学在班上的

人设就彻底反转了！ 

笔者再趁热打铁，教育他要珍惜为班级、为学校争光的机会，戒

骄戒躁，要做到名副其实，如此则增加了他的集体荣誉感和对班级荣

誉、个人名誉的责任感。后来家长反馈说该同学变化翻天覆地，老师

还让他做了护旗手。此后，该同学又再接再厉在市定级赛上获得了冠

军。 

相似的案例在笔者以前的学生中也有类似情况，同样一名曾被安

排了特殊座位的二年级学生，跟笔者学习象棋两年，笔者以象棋的规

则教育他养成良好的习惯。该同学在取得省定级赛冠军之后，家长非

常高兴，反馈给笔者，老师夸赞他的表现如脱胎换骨。 

2、实践创新 

在学习象棋的过程中，要想水平进步，就需要不断地学会新的招

数，这既是学习的乐趣也是修炼的必经之路。然而当水平达到专业级

别的时候，实践创新就成为了重中之重。在专业大师的对局当中，不

乏于布局阶段寻求新变的案例。对于学生而言，实践创新的意识培养

和能力锻炼在其它方面或许有很多条件限制，但是在象棋的学习上却

可以大显身手。 

笔者在学校集训队的教学中，就有意识引导学生实践创新。比如

在进行布局教学时，如何选择布局变例，笔者要求学生先做自我研究

然后再进行集体交流，如此发现凡是有积极自我研究精神的队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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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长明显快速。 

将这种学习象棋的方法推广到其它学科当中，我们会发现，这实

际上是个体探索最适合自身学习方法的思维方式。对于个体而言适合

自身就是最好的，如此学习效率就得到了质的提升。人云亦云邯郸学

步式地重复别人的学习方法，最终可能会小有收获，但“大成”的境

界就难以企及了。 

四、结论 

综上所述，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角度来分析，在象棋教学过程

中，有意识的与综合素养的核心要素相结合进行教学，不仅可以提高

比赛成绩，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让他们的人格更完善、能力更卓

越亦有着令人惊喜的效果。这或许是贴近“人生如棋”、“棋如人生”

的正确追求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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