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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早教之父”冯德全审订版。
蒙台梭利的教育之所以能影响全世界幼教教师和广大父母，不仅仅是因为她曾经创办过“儿童之家”
，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最重要的是她总结和攫取了卢梭、裴斯泰格齐、福禄贝尔等自然主义教育
家的思想精华。
蒙台梭利认为，家长不能把孩子当成一个物体来对待，而应把他们作为人本身来细心呵护。

　　蒙台梭利创立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可算是当代幼儿教育的里程碑。
蒙氏教育在重视早期智力开发的同时，也注重生活能力的培养。
开设日常生活课程，使孩子在掌握一些生活技能之外，发现自身的能力和增强自信。
它在充分尊重孩子的前提下，将秩序与自由完美结合，孩子可以自己决定玩什么，玩多久。
但是，这种自由是有条件的，孩子必须遵循一定程序。
蒙氏教育的原则是以孩子为中心，尊重其人格尊严和成长过程，从促进儿童身心发育角度去设计教学
，为孩子一生奠定智慧与品格的良好基础，培养自主、持续的学习工作习惯。
《蒙台梭利家庭教育全书》作为100年来的教育学经典之作，影响了数代人的成长。
至今，《蒙台梭利家庭教育全书》中提到的教育方法，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被无数早期教育研究者
奉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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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玛丽亚·蒙台梭利（1870—1952）
，意大利教育家。
她认为智障儿童和普通儿童一样享有受教育权利。
1907年，创办第一家“儿童之家”起，正式实践她的这一教育理念，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1909年，蒙台梭利把“儿童之家”的教育实践和理论写成《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引来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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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由的纪律才是最有效的纪律在让孩子努力遵守良好纪律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严格应用一定的方法。
这不能随意，需要非常精确的教学指导。
这种指导应该是孩子（人类）本能渴望的，是孩子（人类）潜藏的自然倾向，是使一个人一步一步前
进的艰巨的工作。
这种教学指导让孩子个性自由自主，为他们的个性无限发展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比如，婴儿总是缺乏自控能力，孩子们也总是动作不协调。
婴儿之所以没有控制能力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控制身体各部位的肌肉运动，也还没有掌握如何运用好说
话器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最终会建立和完善这些运动能力。
婴儿时期正处在一个充满错误的尝试阶段，他们的意识还不清晰，要通过不断的尝试努力寻找和实现
自己本能的目标。
命令一个婴儿“不许动，像我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着”，这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命令不能对正在进化和
成长的婴儿起作用。
而再大一点的孩子，我们非常有必要训练他们动作的协调性，并且尽可能地分析这些动作，再一步一
步发展它们。
比如，我们必须教会孩子知道安静和静止不动的区别，教会他们站起来或坐下，教会他们不发出声音
地走路或按照直线行走并且保持平衡，教会他们小心地移动物体，教会他们穿衣服和脱衣服等复杂的
动作。
孩子们通过这种练习方式学习自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当他们的动作有了明确的目的性而不像婴儿一样无序的时候，他们就成为自律的孩子了。
外部行为是刺激内部发展的一种方式，两种方式一起促进孩子精神的发展。
拥有更好资质的孩子会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出色，这使他们感到很愉快，从而更愿意继续发展这种精神
。
所以，纪律不是一种特定的概念，不能用约束去规范孩子的行为和性格。
这就是自由的纪律，也是最有效率的纪律。
此外，通过实现直接、明确的目的，孩子就能够体验到最高的精神上的愉悦。
在成长的长期准备中，孩子体会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情绪，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感情，其中蕴藏着的
幸福和力量将成为他们长大以后正直品格的来源。
在日常生活和教学训练期间，孩子不但学会了各种有用的动作和习惯，还形成了一种优雅的姿态。
这种优雅能使孩子表露出更优美的面部表情，从而使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内心更加美好的精神世界。
在无序中寻求有序实验中，我们通过比较发现孩子智力发展的特点是“在无序中寻求有序”的方式。
他们为了实现目的通常需要不断的尝试，但这个过程也会受到阻挠。
我曾看到过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孩子，在花园里奋力用小铲子将沙子装进桶里。
一个穿着整洁的保姆站在他旁边，她明显非常喜爱这个孩子，而且是个非常慈爱和有责任感的保姆。
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保姆耐心地劝说孩子放下手中的玩具，并准备把他抱到婴儿车里。
不过，保姆发现她的劝说没有产生任何作用，于是她就自己动手铲沙子填满了小桶，然后将婴儿和小
桶一起放到婴儿车中。
因为她坚信这样做就会满足孩子的欲望，给了他最想要的东西。
可出乎她意料的是小孩立刻大喊大叫起来。
小男孩的喊叫及对保姆那种“暴力干扰”的抗议，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这种“暴力干扰”是对小婴儿的智慧活动的巨大的打击！
对于小男孩来说，他的目的并不只是要在小桶装满沙子，而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来满足肌体的发展需
要。
孩子的自我发展是一种无意识的目标，而不止像类似用沙子装满小桶或倒满一杯水这种具体的外部事
实。
事实上，如果任由那个小男孩玩，他当然能够自己装满小桶，或许他还会倒空小桶重新再装满，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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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内部自我得到了满足。
在我们很多的练习实验中，孩子经常会非常高兴地进行重复练习，这种重复明显是孩子要在过程中获
得心理满足感。
孩子也乐于重复，并能够借此发展自我。
生活中，在那些优秀的、备受宠爱的孩子身上也经常发生类似的生活场景。
大人总是用自己的标准来理解判断孩子的行为，认为孩子的愿望仅仅是对于某些具体物体的渴望，所
以容易“出于关爱而乐于去帮助他们”。
以铲沙子的小男孩和他的保姆为例：小男孩希望通过铲沙子的活动来协调自己的肌肉运动，练习自己
的推理能力，进而强化自身的意志力，但保姆却自以为是地认为他的目标只是那些沙子。
大人们难以理解孩子这种无意识对自我发展的渴求。
因此，孩子总是不满意已经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满足自己。
比如，他们希望能自己整齐地穿衣服；希望自己洗澡来得到清洁感；他们希望拥有自己的房间并自己
整理。
可以这样说，儿童真正的并且几乎是唯一的快乐是能自我发展。
在学校，我们也容易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异想天开地认为教育孩子就是让他们获得知识或某方面的信息，容易忽视他们自身的精神素质的
发展。
我们帮助他们掌握知识的同时却阻碍了他们的自我发展，他们对我们感到很失望。
所以，我特别强调学校要给孩子一种自由的氛围，教师要遵循孩子自我发展的规律，以自然方式来对
孩子进行教育。
日常生活中，我们大人许多时候也在重复着我们所熟知的回应生命力量的东西。
比如，我们喜欢反复欣赏熟悉的音乐片段，喜爱重复让我们高兴的故事，无数次重复着“上帝的祷告
”，还有恋人之间无休止地重复着他们的亲昵和甜言蜜语。
这是大人们“重复”的意义。
对于孩子而言，他们重复是为了满足，为了发展。
但是，如果孩子已超过了重复能获得满足的年龄，他就会停止这种重复。
这时我们就有必要提供与他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新练习。
不要把大人的看法强加在孩子的行为上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是关于孩子活动的持续时间问题
。
孩子对于第一次从事的事情的反应往往都非常缓慢。
他们可以很慢很有耐心地做一件喜欢的事，各式各样的重复操作对他们来说都感到很惬意并很享受其
中的乐趣，比如穿衣服脱衣服、打扫房间、自己洗澡、吃东西等。
他们对于这些都非常有耐心，所有因自己身体发展未完善而带来的困难他们都能克服。
相反，大人的生活和看法完全不同。
因此，看到他们重复操作的行为我们总认为他们“自己折磨自己，弄得筋疲力尽”或“浪费时间”，
这种把完成动作当成最终目标的错误的认识，驱使我们帮孩子洗澡、穿衣服，夺过孩子的碗喂他们吃
饭，或抢走他们手里的东西⋯⋯在我们帮助孩子之后，甚至觉得自己非常慈爱。
恰恰相反，我们这样做没让孩子遵循自己的规律做事情，我们粗暴地干涉了孩子的自我发展，对孩子
施以了“暴政”，是极其错误的做法。
和所有为了生存而进行斗争的别的生物一样，孩子会反抗所有冒犯他们的行为。
这种内心的冲动来自人类自然的本性，我们应当选择服从。
因为他们的本性如果受到压制，就会表现出暴力的行为，具体表现为他们会大喊大叫、哭闹不停。
这时孩子就是一个反叛、不遵从传统的人，他的行为则是对那些不理解他的人、自以为在帮助而实际
上在阻碍他的人进行的反抗。
我们不能把这种出于本性的反抗与天生的淘气混为一谈。
试想，如果我们落入马戏团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如果我们像那些动物一样被杂耍者戏弄、强行穿衣服、喂食；如果我们正在完成自己喜欢的事却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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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粗暴地阻止了，留给自己的只是一种无奈，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大人可能会理智地控制自己的冲动，但多数孩子只能通过怒吼或破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而那些自以为是的好人却以关爱服务他们的态度，把他们的反抗和呼喊嘲笑为反叛、无礼和无能呢。
很不幸，现实中孩子和成人之间就正在上演着这样的状况。
如果成人能更多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或许会对孩子的自由成长更有帮助。
命令会让孩子失掉个性人们存在着另外一种错误的观念，那就是他们通常认为只有命令才能让孩子行
动。
现实教学中，命令确实能发挥效力，人们也喜欢称这样的孩子为“听话的孩子”。
可是我们不难发现，4~5岁的孩子对这种强迫命令的抵抗是如此激烈，以至于我们得出“多数孩子都
是叛逆淘气的”这样的结论。
现在的学校里，大一些的孩子越来越表现得“听话”和“服从”。
如果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听话”不是出自我们所说的“自由纪律”而是屈从于大人们的意志，那么
他们的这种“听话”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服从，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牺牲”。
人类也一直视服从为美德。
我们习惯服从，习惯自我牺牲和自我节制。
在人的精神深处，都渴望服从那些可以引导他们走上更好道路的事物或者人，他们甚至有为此牺牲一
切的愿望。
因此，人们自然地出于关爱向孩子指出：服从是生命的法则，是自然的本能。
对一个不肯“服从”、淘气别扭的孩子感到焦虑，这也不足为奇。
我们要引导孩子从自我个性来实现服从，使他们不但要怀有服从的愿望，还要知道如何服从。
因为，当希望孩子去做某一特定事情时，应当通过练习来间接地让孩子学会服从。
我们还经常听到这种说法，认为孩子的意志应当被“破坏掉”。
他们觉得，训练孩子意志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孩子绝对服从大人的意志。
这使得孩子没有时间和机会去衡量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当他们面对不公正时也只能变得无能为力，因
为他总是按照大人的意志行事以避免受到严厉的批评。
这会导致儿童的胆小怯懦，使意志力无法正常自然地发展。
成人这种无意识“暴政”和责骂会造成孩子心理病态，致使他们学会说谎，而我们却常常将这种错误
教育造成的恶果当成是儿童的天性。
在“儿童之家”里，孩子们从来不会胆小怯懦。
相反，他们最吸引人的品质就是坦率：坦率待人，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坦率做事，并且将自己作品
坦荡地给别人看。
而那些因受压抑而心理发展不良的胆怯的孩子，只有在和自己熟识的玩伴或街上的小朋友在一起时才
表现出这种轻松。
实际上，尽管在所有的教育学会议中，人们听到的关于我们这个时代教育的最大危险都是学生们缺乏
个性；但这些警告者们却没有真正指出这种状况是由于错误的教育方法造成的。
很明显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教育方法迫使学生长期处在一种被奴役的状态，学生的个性普遍受到了压
抑。
我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重新赋予学生自由、使学生的人性自由发展是最为简单有效的办法。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存在一个自我完善期。
在这个时期，孩子将获得某种动作的永久性能力。
之前，成长有三个阶段：第一，潜意识阶段。
在孩子混乱的头脑中，一切的行为都由一种神秘的内部冲动控制。
由于不属于意识行为，他们不能够随心所欲地进行重复练习。
第二阶段，意识阶段。
这时的行为活动具备意识。
第三，意识反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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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能够通过意志的指引动作来对他人的命令做出回应。
“服从”也有着相同的顺序：首先是精神混乱阶段，是心智上的聋子，孩子这时候听不进任何命令，
对任何事物和人都不服从。
第二阶段，孩子开始愿意服从，他似乎对命令有所理解并做出回应，但实际上并不能快速成功地完成
指令，他进行这些动作时也没有任何快乐。
在第三阶段，孩子们知道如何服从并为此感到骄傲，并热情迅速地做出反应。
在这一阶段，孩子非常乐意服从，哪怕是最细微的要求，只要他感兴趣就会立刻执行。
在孩子成长发育过程中，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爱、欢乐、祥和、忍耐、善
、忠诚和温顺。
这些高尚的品德使他们以一种快乐的心境和平和的心态生活着，与人和平共处，没有嫉妒和争斗。
他们正走在实现真正自我的发展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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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蒙台梭利理论体系的精华是她对下面这个真理的有力论断（或再论断）：除非在自由的气氛中，儿童
既不可能发展自己，也不可能受到有益的研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E.G.Holmes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为什么能超越国界、世界观和复杂的宗教差异
，从而风靡整个世界？
我认为主要在于她发现和揭示了儿童成长的本质规律。
这些为教育孩子的父母和像我一样从事教育的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中国著名早教专家  李跃儿从哲学意义上思考，蒙台梭利崇尚自主教育的思想与中国老子“道法
自然”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
发现孩子的天性，按照孩子的天性去教育，行不言之教，孩子自然会快快乐乐地成长。
——中国著名早教专家  小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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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蒙台梭利家庭教育全书》编辑推荐：当代幼儿教育的里程碑，影响了全球五代孩子成长的教育经典
！
〈br〉全世界父母和老师必读的家教手册！
〈br〉本版本为“中国早教之父”冯德全教授亲自审订珍藏版，更适合中国的父母和老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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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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