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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 

快乐教育法 

赫伯特·斯宾塞出生于英国德比郡，是受人尊敬的教育家格鲁吉亚·斯宾塞之子，祖父与叔父也都

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除了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工程学等众多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外，

他还在教育领域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创建了“快乐教育法”。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他的快乐教育法

是培养未来新人的最好方法。 

Ⅰ 斯宾塞的快乐教育法 

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个牛顿”的斯宾塞，一生都在倡导他的快乐教育方法。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19世纪后期英国著名的教育家、实证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是近代西方科学教育思想的倡导者，是“快乐教育法”的创立者。他提出了“逃走教育，快乐教育”

的教育理念，强调“对儿童的教育应当遵循心理规律，符合儿童心智发展的自然顺序”，揭示了科

学教育最本质的特征，成为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纪念碑。斯宾塞曾获英、美、法、丹麦等11个国家，

32个学术团体授予的学术荣誉称号，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 

斯宾塞出生于英格兰德化郡的一个风景秀丽的乡村里，其父亲、叔父、祖父都是教师。斯宾塞

少年时代在家庭接受父亲的教育，自幼对动植物感兴趣。13岁时被送到叔父家接受更严格的科学训

练，经过三年的学习，他掌握了欧几里得几何学、三角学、拉丁文、希腊文、机械学、化学等课程

的知识。斯宾塞尤其喜欢数学和机械学，最感兴趣的是独立观察、分析、探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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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年，17岁的斯宾塞按照父亲希望的那样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到一所学校做代课教师，

同年因其优异的数学成绩而被其父亲的好友邀去参加筑路工程。 

1837年至1846年间，斯宾塞一边担任筑路工程技术员，一边继续钻研力学、机械学、测量学、

地质学以及有关的工程技术。1850年写出《社会青年力学》，1852年出版《进化的假说》，1855年

他出版了《心理学原理》。 

1858年，他开始撰写《综合巨著》，这部巨著共十卷，内容包括《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

《心理学原理》《社会学研究》《伦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1896年全部完成。 

在此巨著撰写和出版前后，斯宾塞还在杂志上发表了《智育》《德育》《体育》《什么知识最

有价值》四篇教育论文，1861年将之汇集成册在美国出版，引起了欧美各国的普遍重视，该书先后

被译成法、俄、德、拉丁、荷兰、丹麦等几十种文字，印数达百万册之多。 

斯宾塞凭着自己自学以及喜爱独立思考的个性，写出的关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生物学

等方面的著作，对后世的影响颇深。 

每天陪孩子阅读20分钟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分享阅读”研究中心向家长建议：每天陪孩子阅读20分钟。科学研究表明：

早期阅读和早期识字是不能等同的概念。如果单纯地对儿童进行识字教育，非但不能提升他们的阅读能

力，反而有可能扼杀他们的阅读兴趣。专家提示：如果家长能够坚持每天同孩子一起阅读20分钟，让孩

子在亲情中享受阅读的乐趣，孩子会不知不觉学会阅读、爱上阅读，还能发展他们的思想能力、语言能

力、交际能力。 

 

斯宾塞指出：长期以来的教育误区，把教育仅仅看做是在严肃教室中的苦行僧的生活，而忽视

了对孩子来说更有意义的自然教育和自助教育。他的教育著作自问世以来，成为西方家庭和学校的

教科书，成功培养了无数卓越的孩子。他的教育核心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提倡科学教育，

反对古典主义教育；提倡自主教育，反对灌输式教育；提倡快乐和兴趣教育，反对无视学生身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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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律的教育方式。 

斯宾塞的快乐教育法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产生，他的教育理念是培养未来新人的最好的指南，对

人类有着恒久的价值，就像宝石，经过时光的打磨，反而会更加光彩夺目。 

这个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个牛顿”的斯宾塞，一生都在倡导他的快乐教育

方法。在他的精心培养下，他的孩子小斯宾塞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教育方法已成

为欧美大多数家庭培养社会英才的指南。一位叫艾利奥特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曾经这样评价斯

宾塞说：“很少有人像斯宾塞一样，对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民有那样大的吸引力。他像闪

电一样冲击着美国和英国的学校教育。在美国，他的思想统治着美国大学达30年之久。他是一

位真正的教育先锋。” 

Ⅱ 用兴趣为孩子引路 

每一个孩子都会对某些对象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一旦他们产生兴趣时，也就是教育的好时机。 

 

许多的中国家长虽然对孩子有强烈的教育和培养的愿望，却不知道孩子求知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更不懂得让孩子快乐地学习的方法。 

谚语说：兴趣是学习和求知最大的动力。这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它所包含的是人类知识的一个

古老而充满智慧的法则。同样，引导是教育和培养孩子的最好的方法。兴趣是孩子对事物的主动选

择，引导则是促使和加强孩子的这种主动性，使兴趣变得持久、有目的。 

美国人教子十大法则之一 

（一）归属法则：保障孩子在健康环境中成长。 

（二）希望法则：永远要让孩子看到希望。 

（三）力量法则：永远不与孩子斗强。 

（四）管理法则：在孩子未成年前，管束是父母的责任。 

（五）声音法则：要倾听孩子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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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对一些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一只蚂蚁、一只小鸟、一群蜜蜂或者是一条小

鱼，会吸引孩子很长时间的注意力。要他们花30分钟去背诵一段名篇或一首小诗，常常是非常困难

的。但他们会在没有任何督促和要求的情况下，花上一个下午去观察一群蚂蚁的活动。这几乎是每

个父母都熟悉的情景，他们兴致勃勃，心无旁骛，即使太阳把背晒脱皮，或者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

也不在乎。这就是兴趣的力量。 

然而，很多家长理智地、毫不怀疑地认为，即便让孩子花上一两年时间去与蚂蚁这样玩，他也

不能增长多少知识，这时的关键就在于引导。引导他从中去获得新的知识、方法以及对孩子有益的

习惯。 

小斯宾塞就是从“蚂蚁的课堂”开始了对他一生都有影响的知识之旅的。当斯宾塞发现小斯宾

塞开始在花园里对蚂蚁产生兴趣时，便也加入他的“兴趣小组”。第一天，仅仅是看着玩。看它们

怎样把一粒面包屑搬回家，怎样跑回去报信，带来更多的蚂蚁⋯⋯第二天，斯宾塞拟出了一份关于

蚂蚁的“研究”计划： 

 

①在“自然笔记”里开设蚂蚁的专课。 

②从书本上更多地了解蚂蚁，并做上笔记。 

③蚂蚁的生理特点：吃什么？用什么走路？用什么工作？ 

④蚂蚁群的生存特点：蚂蚁群有没有王？怎样分工？怎样培育小蚂蚁？ 

 

有了目标，小斯宾塞的兴趣更浓了。也许刚开始时小斯宾塞只是觉得好玩，那么，

这时的他已觉得有意义了。这项研究持续了几乎一个夏天。 

实际上，在这份计划里，已融入了系统获取知识的方法，还能培养孩子为达到目标应具备的意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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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教子十大法则之二 

（一）榜样法则：言传身教的榜样力量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 

（二）求同存异法则：尊重孩子对世界的看法，并尽量理解他们。 

（三）后果法则：要让孩子了解其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 

（四）结构法则：教会孩子从小了解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五）二十码法则：尊重孩子的独立倾向，与其至少保持二十码的距离。 

 

类似这样的事一件又一件地发生在小斯宾塞的身上。蚂蚁之后是鱼，鱼之后是鸟类，鸟类之后

是蜜蜂。有趣的是，小斯宾塞不仅仅学习这些动物的一般知识，还发现它们的一些“群类特点”。 

父母在这种事上“所表现出来”的兴趣会使孩子获得肯定，而有目的地引导，会不知不觉地让

孩子学会求知的方法。 

中国的许多父母常常会按照社会或学校既定的模式去设计孩子的未来，企图把孩子的兴趣与这

些模式联系起来，把一些“有用”的兴趣保留，一些“没用”的则删除掉。而实际上，对于孩子的

心智发展来说，很难用“有用”或“没用”去区别他们的兴趣。应该说，每一种兴趣对孩子的求知

来说，都是有价值的，明智的父母总能利用这些兴趣把孩子引向各类知识的殿堂，并培养出孩子好

的求知习惯。 

所有的父母都应当知道，每一个孩子都会对不同的事物产生不同的兴趣，每一种兴趣都会引导

孩子培养某种特长；所有的父母和老师也应该知道，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笨孩子，只有方法不恰当的

父母或老师。 

关于利用孩子的兴趣，通过引导的方式来开启和培养孩子的智力，斯宾塞向家长们提出了以下

建议： 

 

①当孩子对某件事物表现出兴趣时，不能简单地因为自己认为“没用”而指责、否定他。 

5



②利用这种兴趣可能给他带来的快乐，从而使他获得与这一兴趣相关的知识。 

③引导孩子通过自己查阅和请教别人的方式来获得知识。 

④记录是使知识存留下来，并训练孩子使用文字、图画、书籍等一些好办法。 

⑤对于还不具备文字记录能力的孩子，父母也要给他准备一个笔记本，把题目写下来，让他口述。 

⑥尽量不使用“任务”“作业”这类词，而代之以有趣的开头。 

 

每一个孩子都会对某些对象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一旦他们发生兴趣时，也就是教育的好时机。

兴趣和满足总会带来快乐，因此，在教给他某些方面的知识时，先引导他们产生兴趣，接下的工作

便会事半功倍。 

Ⅲ 好奇心不会凭空产生 

勾起孩子的好奇心，适当地为他制造点儿悬念，是父母成功引导孩子的关键所在。 

 

孩子们并不明白学习的真正意义，他们往往非常敌视坐在书桌前学习，而异常喜欢在地上玩闹

打滚儿。 

为什么孩子们会有这样的情况？尽管家长们将大道理讲了一箩筐，对孩子却一点儿也不奏效。

这时，该怎么办呢？ 

斯宾塞说过，孩子若是对一件事情感兴趣的话，自然就不会敌视它。那么，怎样才能让孩子对

不喜欢的事情感兴趣呢？斯宾塞说，孩子只有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兴趣才能十分广泛，创造力

也特别强。 

斯宾塞说，好奇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可以勾起的，如果学习的内容就像一壶白开水，没有

一点儿悬念，没有人会对此产生兴趣，自然也就不愿意静下心端坐在书桌前学习了，真正的趣味学

习在于制造悬念，由浅入深。 

小斯宾塞有一段时间只爱玩游戏，对书本不感兴趣。一天，斯宾塞拿着个沙漏，告诉他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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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时候的钟表，里面的沙子全部漏下去时，整好是三分钟。小斯宾塞想玩一玩这个沙漏，这时斯

宾塞说，以沙漏为计时器，和爸爸一起看故事书，每次以三分钟为限。小斯宾塞很高兴地答应了。

小斯宾塞果然静静地坐下来听爸爸讲故事。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留意看书，而是一直看着那个沙漏，

三分钟一到，便跑去玩了。 

斯宾塞没有气馁，他决定多试几次。试过数次之后，小斯宾塞的视线渐渐由沙漏转移到故事书

上了。虽说规定三分钟，但三分钟之后，因为故事情节吸引人，小斯宾塞听得很入迷，他要求延长

时间，但斯宾塞坚持“三分钟”的约定，不肯继续讲下去。小斯宾塞为了早点知道故事情节，就自

己主动阅读了。 

刚开始时，斯宾塞在一旁陪伴孩子读书，小斯宾塞遇到不认识的生字时，也知道询问了。不久，

斯宾塞又教孩子学习查字典。小斯宾塞在以后的短短半年中，所学习的生字超过了很多比他大的孩

子。当然，后来的故事书也远远不能满足他的阅读兴趣了，于是，小斯宾塞开始广泛地阅读有用的

书籍，就这样大大开阔了自己的视野。 

批评孩子的艺术之一 

教育孩子对他人的批评不必大惊小怪。教育孩子，应该坚持以表扬为主，但不妨在孩子牙牙学语或

初学步时，就有意识地让孩子既听到正面的肯定，也听到反面的批评。有意识地早早“引进”批评，可

以帮他潜意识体会到：批评和表扬同样常见！事实上，从小就能适应批评的孩子，长大后往往也比较能

适应社会，其中也包括拥有正确对待来自他人的批评乃至非议的平和心态以及较强的承受挫折的能力。 

 

有一对父母，他们不是把孩子看的书放在书桌上，而是把这些书籍藏起来，如此一来，孩子会

觉得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便“偷”来仔细阅读。 

可见，只要掌握了孩子的好奇心，就不怕孩子没有学习的动力。勾起孩子的好奇心，适当地为

其制造些悬念，是父母成功引导孩子的关键所在。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看到自己不了解的事物都

想探个究竟，小的时候更是这样，孩子会对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感到惊奇，常常会向父母问这问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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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即使最有耐心的父母也会感到麻烦、费劲，其实他们往往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好奇心是

促使孩子学习、成长的动力。 

在人类社会里，对任何事物都保持一种强烈的好奇心的人，兴趣往往十分广泛，创造力也特别

强。这种人对大家都感觉平常的问题，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旺盛的求知欲，好奇心与求知欲

会驱使着他不断学习、积极进取。 

因此，教育孩子读书要勾起他们的好奇心，才会被认为有意思，有奔头，眼前的事物才会变得

其乐无穷。家长完全可以利用孩子的好奇心，让孩子乖乖地学习，并以此为乐。 

Ⅳ 好胜心是前进的动力 

竞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实力，而要提高实力，关键是超越自己。 

 

除了用兴趣引导孩子之外，还有没有能够激起孩子学习和求知的强大动力的方法？ 

斯宾塞说：当然有，在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中，适当地培养孩子的好胜心，就可以增强孩子前进

的动力，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 

所谓好胜心是指敢于竞争、力求取胜、积极向上的心理品质。斯宾塞根据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

通过成功的体验，采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法，积极培养他们的好胜心。 

斯宾塞说，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是优秀的，健康的“好胜”和“竞争”的心理可以促进孩子全

面、健康地发展，使孩子变得更优秀。但是，这种好胜心需要家长们的培养，才能更有效地使孩子

全面发展。 

以斯宾塞的儿子小斯宾塞为例，小斯宾塞一直被铁匠的儿子强尼视为竞争对象，因为小斯宾塞

的成绩始终在班里遥遥领先。小斯宾塞对这件事一直不在意。直到有一次，他在体育课上的长跑输

给了强尼，在被强尼和其他孩子奚落之后，小斯宾塞愤怒了，冲上去扑打强尼，但是强尼个子比他

高，力气也比他大，小斯宾塞反而被推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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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宾塞了解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后，他说：“孩子，你输给强尼是很自然的，但是这并不是你

的错，而是我没有加强你平时的体育锻炼⋯⋯现在弥补还来得及，你愿意吗？你还想赢他吗？” 

“想！”小斯宾塞擦干脸上的眼泪，兴奋地说。 

从第二天开始，小斯宾塞就开始锻炼——为了超越自己，在跑步上胜过强尼。在第二个学期的

长跑比赛中，强尼和小斯宾塞并列第一。小斯宾塞对这个结果感到很满足。 

确实，孩子的好胜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培养和锻炼获得的。父母可以有意识地为孩

子创设一些合理的竞争环境。如早上起床，可以让孩子与父母比一比，看谁能按时起床。平时，可

以鼓励孩子和小伙伴们一起游戏、学习，并有意识地运用比赛的形式让他们比高低、赛胜负。如比

一比谁跑得快、谁跳得高、谁的积木搭得好等。在这些简单、轻松的小竞赛中逐渐激励孩子的好胜

心和竞争意识。 

批评孩子的艺术之二 

让孩子学会认真倾听。不论批评有多尖锐、多不中听，你都应该要求孩子认真倾听。因为只有认真

倾听，才会发现也许其中确实有几分道理，最后才能予以虚心接受，从而让孩子渐渐明白：对他人的批

评认真倾听，不仅是一种文明的表现，而且也是完善自我的必要方法。这时应教育孩子：只要批评有道

理，即便这批评是来自小伙伴，也应虚心接受。 

 

再来看一个实例。６岁的小杰克好胜心很强。平时让他练琴，他一点儿也没兴趣。有一天，妈

妈带他去亲戚家玩，无意间看到表妹照着那蝌蚪似的五线谱用电子琴弹出几支他所熟悉的歌曲时，

小杰克羡慕极了。回家后，他赶紧找出电子琴，擦干上面的浮尘，主动让妈妈教他弹。有一段时间，

小杰克一听到别人家的琴声，他就连忙拿出自己的电子琴来弹，好像在和表妹悄悄比赛似的。 

看到小杰克这样，妈妈想，这正是利用他好胜心的好机会。于是就给孩子请来了音乐老师，并

买了一些正规的音乐教材，让小杰克进行练习。 

小杰克颇具音乐天赋，五线谱掌握得很快，两只手弹起来也非常协调。仅仅半年的时间，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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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就掌握了音乐的基础知识，并且在全美少年音乐大赛中获得了二等奖。 

竞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实力，而要提高实力，关键是超越自己。当然，孩子要提高自己就得

向他人学习，要进行横向的比较，以发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但是无论怎样横向比较，最终还要改

变自我，才会有成效。连自我都不能超越的人是无法超越别人的，超越自我是超越别人的前提，超

越别人只不过是超越自我的一种必然结果。很多家长把超越自我和超越别人的关系颠倒了，他们总

是搞横向比较，忽视了孩子自己同自己相比是否有进步。时间久了，孩子就会形成眼睛盯着别人位

置的不正常的“排队心理”，于是很自然地就会滑向嫉妒的泥坑。 

斯宾塞说，好胜应该对事不对人。所谓“胜”，只是说在某一件事情上比别人做得好，如此而

已，并不是说整个人比别人高出一等。语文不如你，但数学可能比你好；学习不如你，但体育可能

比你强；绘画不如你，但音乐可能比你好。也就是说，所谓胜负，主要是对事而不对人的：人都是

平等的，都是好孩子。这样的“好胜”和“竞争”就不容易造成某些孩子的妄自尊大和另一些孩子

的自卑，这样比较健康。如果对孩子某次考试成绩的高低和某次比赛的输赢太在意，总是要分出个

“优等生”和“差等生”来，这种竞争的结果就会涉及孩子整个的生活质量，于是一下子就把孩子

的注意力从单纯的比赛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了。 

批评孩子的艺术之三 

冷静处理但不要默不做声。冷静处理并不意味着对批评默默无语。父母应教育孩子对合理的批评要

虚心接受，甚至列出改进的方法或措施。当然，对批评者的感谢更能体现出接受批评的诚意。要求孩子

掌握“冷处理”的技巧包括：不要对批评者反唇相讥，不要“自卫还击”，不要夸张等等，相反，应在

认真倾听的基础上冷静地分析出尽可能多的合理成分。 

 

斯宾塞认为，好胜还要敢于面对失败。在竞争中，孩子难免会遭到失败，受到打击。父母千万

不能责备、讥笑孩子，这样会使他气馁，甚至失去信心，丧失竞争意识。父母可以引导孩子从竞争

中发现自己的进步和长处，帮助孩子走出失败的阴影，使他懂得竞争既是展示自己的力量，也是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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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自己的不足，其目的是求得进步。 

Ⅴ 自信是快乐的源泉 

孩子的自信心除了自我激励之外，更需要来自父母的赏识与鼓励。 

 

自信是快乐的源泉，是生命中积极、肯定的力量。用什么方法激发孩子的自信心？ 

激发孩子的自信心，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对他们肯定和赞赏，即使同时指出不足也不要紧；同样，

消灭自信，最好的办法也莫过于经常性的否定和指责。 

一般人都会有一种体会，如果自己的才能受到重视或褒奖，特别是受到自己尊重的人的重视，

往往会发挥得更加充分。孩子更是这样，听到表扬的话，做事的意愿会大大提高，尤其是受到自己

信赖的人，如父母、老师的表扬，会增添孩子的自信心，孩子会更加用功努力。 

孩子的自信心除了自我激励之外，更需要来自父母的赏识与激励。一位名人曾经说过：“如果

孩子生活在鼓励中，他便学会自信。” 

有才能不一定能成功，但有自信却能创造成功的条件并最终获得成功。自信对于成功有决定意

义，但由于孩子弱小，往往看不到自己的潜能，而常常表现为缺乏自信。因此，优秀父母的一大特

色就是善于激发孩子的自信心。鼓励孩子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作为家长，要仔细地研究与思

考如何去鼓励孩子，使孩子养成经常反思的习惯。 

有一段时间，小斯宾塞成绩下滑得很厉害，虽然他平时的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但还是感觉在

某些方面低人一等。于是，他感到很沮丧。 

小斯宾塞终于带着失望的心情来到斯宾塞的卧室，他难过地说：“爸爸，我想退学。” 

“为什么？”斯宾塞奇怪地问。 

“我⋯⋯我感觉自己比别人笨，有些课程越学越退步。”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孩子！”斯宾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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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感觉中，这一个月以来，你虽然比以前稍有退步，但在其他课程上却进步明显，在我

的心目中，你是个勤奋而又成功的孩子。”斯宾塞耐心地说。 

“真的是这样吗？”小斯宾塞略带惊喜地问。 

“真的是这样的！照这样发展，只要你能弥补那门课程的缺陷，你一定会重新取得优异的成绩

的。”斯宾塞继续说，“在我小的时候，人们都认为我是个笨孩子，那时的我是多么地难过！后来，

我摆脱了忧郁，同时也摆脱了‘笨’，你比我当年强多了！” 

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一）让孩子学会生活自理。父母一定要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中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 

（二）让孩子自己去选择、组织游戏的伙伴，或选择玩具，从中培养其独立的组织能力。 

（三）鼓励孩子在困难中锻炼意志。当孩子通过努力而克服困难后，他就有机会认识事物间的联系，

体会成功的喜悦，从而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养成独立的习惯。 

（四）委托孩子完成一些任务。根据孩子的年龄，交给孩子一些易完成的任务，通过让孩子独立完

成家长交给的任务，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父子经过这一番对话之后，小斯宾塞内心深处升起了希望。他的信心又回来了，凭着自己的努

力，不久便取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成绩。 

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家长越是说他聪明，他就越聪明。作为家长，你要给孩子充分的

自信，不断鼓励孩子，相信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对他的前途充满希望。这样你才能更快地帮助

孩子取得成功。 

鼓励是教育孩子乐观生活的基本动力，赞扬孩子几句，给孩子一个拥抱，能使他们感到一些安

慰。对于这些事情，偶尔为之并不困难，而要让父母时时刻刻表现出来，着实有些困难。许多家长

教育孩子的方式随意性很强，心情好的时候一个劲地表扬和鼓励，心情不好则肆意责骂。 

孩子幼年时期，常常对大千世界感到束手无策。但是，他们仍然有勇气进行各种尝试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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