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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就是对自己的认识以及用自身的理性来指导自己。从心

理学的视角而言，不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其实都是一样的。不过，

成人与儿童自然有所不同，其差异就在于：尽管都需要予以指导，

但因儿童正值生长发育的阶段，相较于成人而言，相对要重要得

多。如果我们乐于让孩子随着自己的意愿去发展，当然尽可如此。

假设环境允许，且孩子们也可以适当运用无限的时光，以我们这

样的方式发展文明的话，自然也能企及我们这般高度，可惜，这

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关儿童成长发育的问题，就必须得由成年

人来留心并对他们加以引导了。

然而，其中最为困难的就是，人们对儿童的了解并不多。对

于成年人来说，自己都很难了解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心理成因，

也很难弄清楚自己的好恶和情感缘起何处。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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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清楚地知道孩子的事，可就更难了。况且，还要基于一定程度

的认知去给予他们指导，无异于难上加难。

我们在借助“个体心理学”这门研究儿童心理的科学来了解

儿童的心理状况的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弄清成年人是怎么

回事，即：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与其他心

理学的研究方式相比有所不同，个体心理学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密

不可分、缺一不可的。个体心理学主要将视角聚焦在了人格的统

一体上，不但对此进行研究，还着力研究人格统一体是如何努力

去谋求发展，又是如何奋力进行表达的。由此来看，个体心理学

知识本身就可以指导我们的实际生活。不管是心理学家、孩子的

家人，还是其他人，只要在个体心理学知识上有所收获，都可以

将所学知识活学活用到生活中去，凭此来发展人格。

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个体心理学，就意味着

这门学科具有完整性，其各个部分可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体

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是由人的行为反映出来的，而行为又受

个体的人格统一体驱动并给予其引导。与此相关的内容将在第一

章中进行详细的讲述，然后再分章详述第一章中所涵盖的各种相

关问题。

人的心理和精神总在不停歇地追求，并带着自身强烈的目的，

这就是人在成长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个本质性的事实。而人们自出

生起，便在不断抗争中日渐长大，其目的是要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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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完善，以及更为优秀。尽管他们并非有意识地要这么做，可目

标就摆在那里，时刻都在他们的心中。人们想要追求这样的目的，

自然离不开人类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想象力，是其直接的反应。这

样的抗争支配着我们，使我们一辈子的具体行为都受其掌握，甚

至，它还左右了我们的思维，毕竟在思维上，我们都做不到客观，

这就使思维不得不受限于我们业已生成的目的及生存方式。

在我们的人生中，很难看到人格的统一体全部显露出来，它

是隐含在个体人格之中的。任何人都是其自身的人格统一体，同

时也是其自己安排和创造的自己特有的人格统一体。所以说，我

们每个人都是一幅画作，而同时，也是那画画之人，是自己人格

的描绘者。然而，虽说人本身就是创造者，可并不代表就不会犯错，

或是对自己的精神及肉体有全然的认知，说到底，不过是个并不

完美的人罢了，也会软弱，亦会有诸多过失。

当我们在看待人格建构的时候，需要留心一点，那就是人格

的整体及其特有的形式和目的并非以客观现实为基础，而是建立

在个体主观看待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这才是其人格架构的基准。

因此，人们对现实的见解及观点是不能代表事实本身的。由此，

尽管现实世界对每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同，而人们却都只会按

照自己的方式来创造自己，依据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去调整自己，

其中有些观点是正确的，而有些则并不正确。因此，当一个人在

成长时犯了错，或是遭遇了失败的经历时，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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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马虎，得特别认真地正视其早期作为孩子时是如何看待事物

的，分析其在认知上有无偏颇之处，因为这恰恰就是对其一生造

成影响的关键因素。

接下来的案例可在此方面给出实证。有一个女人如今已经

五十二岁了，总是看不上比自己年龄大的同性，总忍不住想贬损

对方。她跟我们说，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因为姐姐为人注目而感到

自己总被瞧不起，为此，她觉得很受屈辱。在此，我们可以用心

理学的观点来进行考察，也就是用被我们叫作“垂直”的方法来

分析该案例，这样，就能知道这位女士从生命初期至后期，也就

是截止到现在的心路历程了。其实，她的原动力和心理运行过程

始终都没有变过，老是担心她会被人看不起。当她目睹自己之外

的人更受人喜欢便会嗔恨起来。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位女士一生

都经历了什么，也不清楚其人格整体的概况，但以这两个事实作

为基点，基本上还是可以补全那些我们所不了解的方面。就这一

点而言，心理学家与写小说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在以一条

明确的主线来重塑一个个体。在主线上，要集合只属于这个人的

专属动作、生活模式或行为范本，所创造出来的个体，应与其整

体给人留下的印象相吻合。这个案例放在一个杰出的心理学家身

上去解读的话，甚至都能预判出她在特殊情景下会采取什么行动，

并且，还能将这位女士所特有的“生命主线”里附加的那些人格

特点也清楚地描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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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人格的形成是由人的抗争、对目的的追求，或找到自己

的目标所采取的行动导致的。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个前提非常重要，

它与心理学事实相关 —— 人的自卑感。对于每个孩子来说，内心

都存在自卑感的，它会激发孩子的想象力，诱使他们想要去改善

自己的处境，从而让自卑感被排除出去。当个体所处的境遇得到

了改善，自卑感也就会相应减轻。对于这个现象，从心理学上讲

就是“心理补偿”。

人的自卑感，以及经由自卑感所萌生的心理补偿机制，会使

人更轻易地犯错。或许，人们可以出于自卑感在客观上做出点成绩。

可事实上，人们又或许只会因自卑而进行纯心理上的调整，逐渐

拉大个体与客观现实的差距。还有，当自卑感严重到一定程度，

会令人不受控地发展出其他心理，来进行心理补偿。可不管怎么说，

现状却不会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善，只不过使当事人在心理上得到

了必要的满足罢了。

举例来说，有三类儿童的表现能够明显地表露出其补偿心理

的特性：其一，身体器官先天性虚弱或存在缺陷的孩子；其二，被

父母严厉管教而从未获得过亲子之爱的孩子；其三，从小娇生惯养，

被过分宠溺的孩子。

以上这三类儿童是三种基本情况的典型代表，因此，对他们

进行考察，就能更容易地了解那些处在正常发展阶段的孩子了。

尽管有些孩子存在着由身体器官先天虚弱或缺陷而引起的心理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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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可不少正常儿童也或多或少地同样存在着这种心理，这着实

叫人感到惊讶。我们需要仔细地研究那些极端的残障儿童，并以

他们为原型来了解这些心理特征是怎么回事。至于第二类和第三

类儿童，差不多每一个孩子都经历过，不是受过过严的管束，就

是被过分宠溺，有的孩子甚至都经历了。

孩子们因为如上三个基本情境会生出心理自卑的感觉来，或是

产生某种心理缺陷，而为了对抗这两种情况，身处这种境遇中的儿

童亦会萌生出非同一般的雄心，这往往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人的自

卑感和寻求优越的感觉常常是混在一起的，因为它们源自人生的一

个基本事实，是这个事实的一体两面。我们很难在病理学上清楚地

分析出，到底是自卑感在起作用，还是受到了追求优越感的影响。

这两种心理总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出现，并且同进同退，但不管怎么

说，对优越感的追求心理会更强烈地伤害到我们。对孩子来说，会

由于过度的自卑而激起雄心，同时，日渐强烈的雄心又会荼毒他们

的心灵，无法令其本本分分的生活。之所以不安分，是因为他们的

雄心已经膨胀到不成比例的程度了，所以，这种心理不会促成任何

有益的活动，反而什么用处也没有。我们可以从孩子们的性格特点

及其平时的举止中看出这种心理的苗头，不过，它并不是显而易见

的。由于这种雄心无止境地刺激着孩子，因而他们会变得非常敏感

且总是时刻处于紧张状态，唯恐旁人会伤害或看不起自己。

个体心理学的刊物中满载着这样的案例，而这样的儿童在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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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使才智和能力方面长期处于沉睡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

种性格怪异、精神不正常的人。这类人满脑子除了自己是装不下他

人的，若是朝着极致发展下去的话，终将成为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

甚至成为罪犯。不管是从道德上讲，还是从心理层面上说，他们都

是绝对奉行自我主义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为数不少的人都不愿意

面对客观事实，对现实生活避而远之。他们只是活在自己铸就起来

的世界里，在幻想中沉沦、胡思乱想，似乎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世

界了。如此一来，他们确实是在心理上获得了安宁，因为可以借由

思维出来的虚拟现实和真正的客观现实达成一种和解。

不论是心理学家，还是做父母的人都应该留心一个标准，那

就是，社会感情是评判儿童或是个体到底有没有得以成长的关键。

因为，这种感情是强还是弱，决定了一个人能否得到正常的发展，

是至为关键的要素。所以，不论是什么事情，只要让孩子们的社

会感情和集体感情有所削减，便都会有损于其精神方面的发展。

在我们考察孩子是否在正常发展时，只要看其社会感情是强还是

弱，就知道答案了。

个体心理学在培养儿童的社会感情上有自己的原则，并从中

发展出了一些方法来帮助更好地教育他们。不论是作为父母，还

是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一定要让所看护的孩子与更多的人建立起

亲密关系，而不是只和一个人联系得太过紧密，不然，孩子就肯

定没法做好足够的准备来应对日后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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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孩子在入学时的表现，就能知道其社会感情的强弱，

这是一个很好的检验途径。对于孩子来说，一踏进校门就等于步

入了一个新的环境，同时也开始了其最早的、也是最为严苛的考验。

这时候，他们是如何应对新环境的，又是如何与陌生人开始接触的，

便会清晰地表露出来了。然而，大多数成年人并不清楚如何帮助

儿童做好入学准备，不知道怎么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所以，

不少父母都在回忆起孩子在入学阶段的生活时，感到如身处噩梦

一般。要是教育得当，学校自然可以弥补儿童在早期教育中所缺

失的部分。因为，让人感到合意的学校机能，应该能够联通起家

庭和现实世界，成为其间的中介，不但教给孩子们书本上的知识，

还能解读一些生活中的问题，以及阐述生活方面的艺术。可在这

种令人感到心合意满的学校出现前，在它们还未能补足因双亲教

育所遗留的缺憾时，我们应该也同时重视起家庭教育，审视一下

在这方面有无欠缺之处。

学校只能显示出一些家庭教育中出现的弊端，还不能真正作用

于这些缺憾，而这也正好说明，学校尚不能成为这样的理想之地。

在入学前，要是父母没能教给孩子与别人交往的方法的话，当他们

入学后，就会感到郁郁寡欢、孤单无助，并因此而逐渐被其他人看

作是性情怪诞之人。如此一来，孩子会从最开始的孤单无助、无可

奈何逐渐往深层次发展，时间愈久，就会愈发严重。这不但会压抑

其发展，还会使他们在行动上逐步出现缺憾，成为问题儿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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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步，人们往往会把过错推给校方，可事实上，还是家庭教育出

现了问题，而学校不过是将这些隐而未发的问题给彰显出来了。

个体心理学当前还不能判定那些在行为上有问题的孩子，是

否可以在学校里得到改善，不过，要是孩子在入学之初就开始有

失败的经历，无疑就代表着危险了，这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刚到

学校就体会挫败可不仅仅是在学习上遇到了问题，更是在心理上

的挫败，孩子会开始变得对自己没有信心。如此一来，就会感到

灰心丧气，不想完成该完成的事，也想要逃开那些一般性的方式

方法，并尽可能地不走社会上大家所公认的坦途，一意孤行地不

走寻常路，通过另辟蹊径来得到一些心理补偿，用优越感来填补

其缺憾感。一旦孩子丧失了信心，就会被快速满足渴望成功的心

理所吸引，因而想要抛开自己在道德上对社会负责的义务，并以

违反法律的方式来凸显自己，这样，就能感觉自己是个征服者了，

实现起来也比按照社会既定的模式要简单多了。不过，走上此类

捷径的人想必明白，虽然他表现出来的样子是英勇强悍的，可内

心里，却一定是胆小无助的。他们只会做那些自认为稳妥的事，

并确定自己能够成功，好以此向他人显示自己是非凡的。

通过种种细微的迹象，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外表看上去果敢

彪悍的小孩，内心里都会感到自己很弱小。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

些作奸犯科的罪犯，他们也一样只是些内心满载软弱而外表却显

得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对于孩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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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直立的时候保持腰板笔直，不少成年人也是一样，总得找个

依靠才能站着待着。用老方法来教育孩子往往治标不治本，过去，

孩子一靠着东西站，大人就会说：“站好了，身子挺直！”可实际上，

这不是问题所在，并不是他在行动上出了错，而是心理上需要某

种支持和依靠。对于这种孩子，我们可以迅速以奖惩的方式来劝

其自信起来，使其看上去不再软弱无力。可这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

他们强烈的渴望并没有消失，依然还会通过赢得他人的帮助来满

足自己，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对于这些孩子所体现出的细微不同，

好的老师是可以加以解读的，他会同情这些孩子，理解他们的心理，

并帮助其除去这些潜藏的问题。

我们可通过某种单一现象来推出孩子的心理素质及性格上的

特征。比如，倘若一个孩子在心理上必须要用某些事物来作为支

撑的话，那我们便可立马推断出，他一定会感到焦虑并且有依赖

心理。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再和其他熟悉的同类儿童做

比对，来重新勾勒出这个孩子的人格类型了。最终应将其归属于

宠溺型。

现在，让我们把探讨的方向转向另一群孩子，他们的性格特

点是从未获得过任何爱怜。通过对那些无恶不作的人的生平进行

研究后可以发现，他们的性格特点与这类孩子是一样的，但是表

现会更为突出，已将这些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其中，最显而易见

的事实就是：在幼年时，他们都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有人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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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很不好。这样的经历促使其逐渐变得性情冷淡、善妒，并容

易怀恨在心，容不得他人过幸福的生活。然而，不只是坏人中才

会有这种嫉恨他人的人，就是常人之中也有不少这样的类型。在

教育下一代方面，这类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孩子不可以比

当年的自己更幸福，在这一点上，他们不仅会把这样的观念作用

于自己的孩子，还会作为监护人实施在他人的孩子身上。

这些恶人并非真是心存歹意才会秉持这样的观念和见解，只

是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都经历过非人的待遇，才会在精神上

呈现出这样的状态。对于他们所给出的“恰当”理由以及所奉行

的警句，是不足以令我们信服的，比如：“不用棍棒就会把孩子给

害了！”再比如，他们会举出很多相关的实际例子及证据，但这

些都不能证明他们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教育不是僵化的，也不是

蛮横的，如此教育必定不会有什么成效，只能让孩子想要远离这

样的授教人。

心理学家通过对一个人的不健康心理进行研究，并联系各症

状间的影响进行分析，便可在反复实践中整合出这个个体的人格

系统，然后，我们便可在此人格系统的基础上，去了解其内心里

不为人知的一面了。对于这个人整体人格中的某些人格特点，我

们完全可以通过考察他在人格系统中所体现出的每一个方面来得

出结论。不过，我们必须得使所考察的部分全都指向一样的东西时，

才能满足。所以说，个体心理学不仅仅是门科学，它同时也是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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