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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夫人 

Ｍｒｓ． Ｓｈｉｔｅｒｎａ 

自然教育法 

 

一个名叫维尼夫雷特的女孩，1岁半就开始看书，3岁起写作诗歌和散文，4岁时用世界语

写剧本，5岁时能熟练使用8国语言，并开始翻译世界各国的名著⋯⋯这个天才女孩后来成为了

美国匹兹堡大学最年轻的教授。维尼夫雷特所取得的一切都归功于其母斯托夫人科学而合理的

自然教育法。如今，斯托夫人的教育经验成为了亿万家庭的一笔恒久的财富。 

Ⅰ 天才母女的传奇 

孩子的心是一块奇妙的土地，播上思想的种子，就会获得行为的收获；播上行为的种子，

就会获得习惯的收获；播上习惯的种子，就会获得品德的收获；播上品德的种子，就会获得命

运的收获。 

 

1907年，在纽约召开的全美世界语大会上，一个5岁的小女孩用世界语和著名的语言学

家马库罗斯基教授作了会话表演，引起了人们极大的赞叹。这个小女孩就是斯托夫人可爱

的女儿维尼夫雷特。 

斯托夫人，1881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是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语言学教授，

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女子大学。在著名的哲学家詹姆斯博士的影响下，阅读卡尔·威特的《卡

尔·威特的教育》，深受其影响。书中的教育观念和方法令她震惊，尤其威特先生提出的

早期教育的精辟见解更令斯托夫人叹服。尽管当时还没有结婚，斯托夫人就在心中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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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用威特先生的方法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想法。 

后来斯托夫人有了自己的女儿，取名维尼夫雷特。她一边按照老威特的教育方法来培

养自己的女儿，一边研究自己的育儿方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斯托夫人的教育下，她

女儿不到1岁半就能看书，3岁就会写诗歌和散文，４岁时便能用世界语写剧本，并被搬上

屏幕，那是在美国上演的第一部世界语剧。女儿的诗歌和散文，自5岁起就被刊载在各种报

刊上，并汇集成书，博得了广泛的好评，在神话、历史和文学方面的造诣已经达到初中学

生的水平。刚刚5岁的小维尼夫雷特已能熟练地运用8个国家的语言，并能把各种语言翻译

成世界语。斯坦福大学的罗曼斯语教授加勒德博士对维尼夫雷特翻译的一本歌谣集有过这

样的评价，他说：“把这本歌谣集译得如此优美，只有语言学家兼诗人才能做到，而我听

说译者是个年仅5岁的女孩，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更让人惊讶的是，当维尼夫雷特8岁时，

已经能熟练地运用12个国家的语言了。不仅如此，维尼夫雷特在其他方面，如数学、物理

学、天文学、体育等方面都比别的孩子优秀许多。她曾经是“美国少年和平同盟”的会长，

也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最有名的年轻教师。 

小维尼夫雷特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很多人把这一切归结为维尼夫

雷特是个天才，尤其在语言方面她一定得到了上帝的眷顾。而了解实情的人却并不这么看，

事实上，维尼夫雷特所取得的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斯托夫人科学而合理的自然教育法。 

事实证明，斯托夫人不仅继承了威特先生的教育精髓，而且在威特先生观念的基础上，

提出了自己更多的独到见解，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从而培养出了出类拔萃的女儿，

尤其是维尼夫雷特在语言方面取得的成就，更证明了斯托夫人教育理念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孩子的习惯教育从吃饭开始 

当孩子第一次坐上家庭的餐桌，习惯教育便从此开始了。怎样用勺、吃饭；怎样与家人沟

通、交往；怎样帮父母收拾碗筷⋯⋯在这时，如果父母能够抓住这一难得的教育时机，帮助孩

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对孩子进行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那么不仅是孩子受益，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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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教育也将会变得简单而自然，父母的生活也将会因此而变得轻松和愉快。 

 

斯托夫人也不仅仅满足于将自己的女儿培养成材，她也渴望让世人了解早期教育对孩

子成长的重要性，于是她在女儿12岁那年——1914年，写成了《斯托夫人的自然教育》一

书。在书中，她结合自己教育女儿的亲身经历，阐明了自己的教育方法，其中的许多方法

可以同威特的教育方法相互印证，相得益彰，相信同样能给为人父母者有所启迪。 

本书详细记述了维尼夫雷特的成长过程以及斯托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其生动的事例

可以为每一位父母提供教育观念和方法以及实用的参考价值。这是早期教育的一笔宝贵

的财富。 

孩子的心是一块奇妙的土地，播上思想的种子，就会获得行为的收获；播上行为的种

子，就会获得习惯的收获；播上习惯的种子，就会获得品德的收获；播上品德的种子，就

会获得命运的收获。斯托夫人的教育经验成为了亿万家庭的一笔恒久的财富。 

Ⅱ 人类的命运操纵在母亲手中 

所有的人都是母亲所生，并在母亲抚育下成长着，所以人类的命运操纵在母亲手中。 

 

斯宾塞曾经说过，所有的人都应当是教育者，至少所有的母亲都应当是教育者。教育

不应在学校由教师开始，而应在家庭里由母亲开始。孩子进入学校后，母亲和教师必须互

相协作，共同对孩子进行教育。 

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主张，所有的妇女应尽可能地成为多子女的母亲，斯托夫人认为

这是不对的。孩子最重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单纯地多生，只能给社会增添悲惨和教养

院。连抚育都会感到费力，当然就更谈不上好的教育了，这样的多生有什么用呢？单纯地

多生孩子是毫无价值的，应当少生孩子，重要的是把孩子精心培育好。 

在斯托夫人的教育思想中，母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她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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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并在母亲的抚育下成长着，所以人类的命运操纵在母亲的手中。 

许多母亲不知胎教的重要，尚未见到孩子时，他们认为对孩子的健康和幸福没什么责

任。据生理学家说，母亲的食物对胎儿的健康很有影响。因此，做母亲的为了生出一个健

康的孩子，应当加强对食物的研究。没有任何一个母亲给婴儿吃咸菜、虾，让其喝酒，但

却有许多母亲给胎儿吃这些有害的东西，也就是说，有许多母亲在妊娠期间吃这些东西。 

母亲不仅要考虑胎儿的健康，同时也应为胎儿的品德形成和智力的发展负责。因此，

妊娠的母亲应使自己的生活过得快活，不应经常哭泣。因为哭泣易使未来的婴儿发育不良，

而发育不良是形成社会上软弱无能者的原因之一。人生在世，会不断地遇到困难，为了使

下一代有克服困难的能力，我们必须生育出健康的孩子。 

此外，为使孩子具有爱美丽、爱正义、爱真理、爱善行的精神。为此，在怀孕期间，

应看好书、想好事情、听好音乐，欣赏大自然的美和艺术作品，并且要做好事。 

根据生理学家的理论，恐怖会阻碍心脏的活动、抑制腺体的分泌、毒化乳汁，使头发

变白、使人老化。因此，他们认为恐怖是恶魔，应杜绝它。而要铲除它，应当具有勇敢和

快活的精神。 

孩子周围的环境，应尽可能地美观，令人感到愉快。日本人坚信周围环境美，孩子也

会美。希腊人有个习惯，妇女在怀孕期间要观看美丽的事物，这是为了使孩子也能成为美

丽的人。因为美能使人精神愉快、幸福，而愉快和幸福能使人变得更加美丽。 

尽量给孩子贴好标签 

所谓“贴标签效应”就是给某人在某一方面下一结论，从而导致此人与结论相一致的行为

现象。孩子像一张白纸，家长时时处处都在有意或无意地给孩子在某个方面下结论(贴标签)；好

标签，即好的结论能激励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而负标签，即不好的结论容易引导孩子在

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方面更难改变。给孩子的好标签一定要多于坏标签，因为鼓励才是孩子进

步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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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夫人还建议给孩子营造一个优美、舒适的室内环境。孩子的房间应选择家中最好

的屋子，空气新鲜、阳光充足。墙壁最好是暗绿色的，有利于孩子的眼睛。床是洁白的，

被子要软而轻，毛毯也应是轻的，重的易使孩子疲劳。墙壁上要挂有各种名画的复制品，

最好在壁炉和桌子上陈列一些著名的雕刻仿制品。当然，这些物品可以买便宜的。 

女性不生孩子就不能体会到生活的幸福。但要记住，做母亲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因

此，凡是没有决心战胜这些困难的妇女，最好不要生孩子。 

母亲要有一个好的仪表，因为这样可以在孩子心目中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有的母亲

好穿奇装异服，走在街上成为人们的笑柄；有的母亲因懒惰而衣冠不整，也同样引人耻笑。

当孩子看到自己的母亲被其他孩子讥笑时，就会感到很难堪。不仅如此，这还会给孩子的

精神带来很坏的影响。因此，做母亲的必须检点一些，既不应散漫，也不应过于注意衣着

打扮。不然的话，母亲的威信就会下降。而这种威信的下降就是教育孩子失败的开始。 

衣冠不整，精神上也必然是散散漫漫。反之，衣冠端正，能使人精神抖擞。因此，服

装不可以过于奢侈，但必须是整洁的。整洁的服装还能使我们产生自尊心，就连马也是如

此，给它换上好鞍，它就表现得扬眉吐气；给它换上破旧的鞍，它就表现得垂头丧气。马

都这样，何况孩子呢？ 

在斯托夫人熟悉的人中，有一位母亲把女儿送到女子学校去上学。她省吃俭用，使其

女儿穿上与其身份不相称的服装。尽管如此，她女儿一点儿也不喜欢妈妈，有一次她对斯

托夫人说：“我妈妈穿着那么花哨的服装到学校来，使我感到非常难堪。我从4岁时起，就

因为母亲这样做，感到很难为情。”做母亲的是不应该这样的。也许有人责备这个姑娘无

情，而斯托夫人却很同情她。虽然这位母亲把女儿送到洋气十足的女子学校去，然而，斯

托夫人认为她没有尽到母亲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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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孩子是父母的影子。散漫的坏习惯往往缠绕人一辈子，对个人极其不利。

社会上有许多人因衣冠不整而失去腾达的机会。因此，一个人的装束如何并不是一件小事。 

此外，斯托夫人还奉劝天下父母要慎用保姆。多数母亲雇人教育孩子，这样的妇女不

能称为母亲。母亲的工作不能由旁人代替，孩子的教育必须由母亲承担。把自己的孩子委

托给他人，只有人类会这样做，其他的动物绝不会这样。罗马之所以灭亡，就是由于罗马

人的母亲们把教育孩子的工作委托给了别人。 

绘画，开启宝贝心灵的钥匙 

当宝贝信手涂鸦，专注于他的创作时，你会发现绘画更像是他平时生活体验的有趣结晶。

它可以把孩子神秘、童话般的内心世界，很自然地通过绘画表现出来。他们画画只图自己高兴，

并不考虑是否需要画出一张“作品”，他们用画来宣泄自己的情感，随意画出困扰他们的事件

和问题，也表达他们的快乐情绪。通过画画时的宣泄，使儿童心理得到平衡，促进他们身心的

和谐发展。如果父母想了解宝贝、教育宝贝——掌握儿童绘画无疑是个好办法。 

 

我们骑马，甚至也不雇佣不称职的马夫，但是有的母亲却把孩子交给无任何学识的保

姆。这样的保姆整天对孩子说，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因为这样她最省事。但这样一

来，非但不能发展孩子的能力，反而使之退化，而且孩子在这些保姆的照料下，会形成各

种不良的习惯。当然，生活较富裕的母亲，对孩子的照料不一定全要自己动手，可以把部

分任务交给保姆。 

然而，要尽可能地多花些钱，雇一位有教养的妇女做保姆。即使如此，孩子的教育不

用说，吃饭、洗澡和穿衣脱帽等，也都应由母亲自己承担。 

母亲和保姆的性格非常重要，甚至她们的表情对孩子都有影响。因此，保姆应选择性

格开朗、喜笑颜开的妇女，母亲也尽可能使自己表现得快活些。 

中国是最早开设学校的国家，尽管如此，我们却没有认识到妇女教育的必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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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认为妇女不应受教育，因为中国的大多数妇女是文盲，也不会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

受不到母亲良好教育的国民绝不会成为伟大的国民。 

福禄培尔曾经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纵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

手中。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启发母亲——人类的教育者。遗憾的是，真正理解这一意义的

人却很少。堕落的母亲正在把自己的子女送入监狱和教养院。 

Ⅲ 从训练五官开始 

为让孩子专心注意某些事物，以养成敏锐观察事物的习惯，斯托夫人和女儿经常玩一种叫

做“留神看”的游戏。 

 

一切能力如果不利用与开发，就永远不会得到发展。在斯托夫人看来，孩子的五官必

须尽早开始训练，否则，如果错过了最佳训练时机——婴幼儿时期，五官的功能就不会得

到很好的发展，并将会影响到孩子的一生。因此，为了使女儿耳聪目明，感觉灵敏，斯托

夫人对维尼夫雷特的教育，是从耳、目、口、鼻、皮肤的五官训练开始的。 

因为婴儿的听觉比视觉发达，所以斯托夫人决心对女儿的五官训练从听觉入手。斯托

夫人认为，在五官中，首先要发展耳朵的听力。斯托夫人每天坚持对刚刚出生6周的女儿维

尼夫雷特朗读各种英文的著名诗篇。 

为了使女儿形成音的观念，斯托夫人让女儿每天听古今的名曲。她还为女儿买来能发出乐

谱７个音的小钟，分别拴上赤、橙、黄、绿、青、蓝、紫色的发带。给它们分别起名叫红色钟、

橙色钟、黄色钟等，每天敲这些钟让她听。女儿还不到６个月时，就能按她说的名称——青色

钟、紫色钟等准确地敲了。斯托夫人认为，这是同时形成声音和颜色观念的有效方法。 

斯托夫人知道，母亲的悦耳歌声是极其重要的，可是，她不会歌唱，非常为难。好在

她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即对婴儿轻轻地朗读威吉尔的诗《艾丽绮斯》，事实证明效果很好。

当她对女儿轻轻地朗读这部诗时，女儿便能马上静下来并很快入睡。以后，斯托夫人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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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孩子做过类似的试验，效果也一样。以她的经验，多数摇篮曲婴儿都爱听，《艾丽

绮斯》是一部最出色的叙事诗，同时也是一首极好的摇篮曲，因而孩子们都非常喜欢。 

随着诗的语调的变化，孩子的反应也在变化。当朗读马克利的《荷拉秋斯在桥上》时，

她就兴奋起来；而当她听到坦·尼森的《他的逝世》时，就会变得很安静。用上述方法进

行教育，维尼夫雷特满１周岁时就能背诵《艾丽绮斯》第一卷的前10行和《他的逝世》了。 

斯托夫人强调，让女儿背诗绝不都是强制性地硬灌，而是让她顺其自然地学会的。以

《他的逝世》为例，由于维尼夫雷特非常喜欢，她每天晚上都像做祈祷似地背诵它，因而

很快就能熟练背诵了。 

延长孩子的三分钟热血 

孩子的兴趣是容易转移的，让孩子长久地保持某一兴趣并有所发展，需要家长用心去引导。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满足孩子的需要，包括生理及心理的需要。有些家长认为孩子还小，不

会有什么需要，所以凡事都以成人的方便为前提，结果常常禁锢了孩子的欲望；其次，抛开恐

惧心理，如认为孩子太小握笔会伤着他，怕孩子吃了颜料会铅中毒；再次，不断给孩子新的刺

激。因为孩子越小，对外界的认识就越少，会认为每样东西都是新奇、好玩的，容易接受引导。 

 

为了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斯托夫人在孩子房间的四周挂上了各种名画的摹本及陈列

大量著名的雕刻仿制品，通过丰富多彩的色彩来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从女儿小时候起，

斯托夫人就抱着孩子识别屋中的各种物品，如桌子、椅子等，并将这些物品的名称念给她

听。同时，也将屋里所挂的名画和雕刻的名称念给她听。据她观察，孩子起初只注意画的

颜色，后来，渐渐地也懂得了画中的含义了。 

为让孩子专心注意某些事物，以养成敏锐观察事物的习惯，斯托夫人还和女儿经常玩

一种叫做“留神看”的游戏。每当路过商店门前时，她就问女儿这个商店的橱窗内陈列着

哪些物品，并让她在记忆中搜索这些物品。孩子能说出的物品当然越多越好，如果女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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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物品还没有她记住的多，就要挨批评。这一游戏对发展孩子的记忆力是十分有效的。

由于坚持这样的训练，在维尼夫雷特仅5岁时，她就能在纽约州肖特卡大学的教授们面前，

把《共和国战歌》这首美国有名的军歌朗读一遍后就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这使教授们大

吃一惊。 

斯托夫人这样做，是为了让女儿注意事物，养成敏锐地观察事物的习惯。在女儿两岁

时，斯托夫人曾带她到卖雕刻仿制品的商店去，她就对店员说：“你这里怎么没有《维纽

斯·得米罗》和《维纽斯·得·麦得衣齐》？！”如此小的孩子居然知道这两幅名画，使

店员大为吃惊。 

在小维尼还不懂事的时候，斯托夫人就认识到画对开启孩子智力的重要性，她准备了

许多美丽的花草鸟兽的画儿给她看，还让她看有美丽图画的小人书，并读给她听。孩子总

是能安静地听着，这表明她尽管什么都还不懂，但已经对母亲的声音和画的颜色开始感兴

趣了。此外，斯托夫人还经常把同女儿谈话的内容绘成图画，用这种方法增长孩子的知识，

锻炼孩子的眼睛。画的功能是不容小觑的，能在善于绘画的母亲的培养下成长的孩子是非

常幸福的。 

为了开发女儿对色彩的感觉，维尼夫雷特刚会走路，斯托夫人就经常带她去散步，并

让她注意海水的颜色、树林的颜色、天空的颜色、原野的颜色、建筑物的颜色和人们服装

的颜色等。斯托夫人还经常让女儿看用三棱镜映在墙壁上的虹，孩子也很喜欢看。这都是

为了开发她的色彩感觉。 

斯托夫人还买来检查色盲用的“测验色系”来作为女儿的玩具，用这种玩具可以开展

各种游戏。斯托夫人还特别向有男孩的母亲推荐过这种游戏，因为男孩与女孩相比，触觉

灵敏而色感迟钝，因此，男孩若不从小就开始培养色彩感觉，那他们以后对色彩的感觉将

会非常迟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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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夫人还给女儿买来了五颜六色的非常美丽的小球和木片，这些都是非常适宜于孩

子的玩具。维尼夫雷特的各种布娃娃也都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利用这些玩具，努力开发

维尼夫雷特的色彩感。 

在歌谣中增长音乐能力 

对年幼的孩子来说，开始正规的音乐学习还为时太早，但父母仍然可以将许多音乐活动引

入到孩子的日常生活之中。年幼儿童由于发育的限制，可能不容易掌握曲调音高，但每个孩子

都喜欢说儿歌、童谣，可以成为音乐能力培养的起点。歌谣的节奏和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不

但发展了幼儿的语言能力，还发展了记忆力和感知音乐的能力。 

 

蜡笔也是孩子的好玩具。斯托夫人经常利用它同女儿进行“颜色竞赛”游戏： 

“预备好一张大纸，从某点开始，先由我用红色蜡笔画一条3厘米长的线。”斯托夫

人这样对女儿说。而后，女儿也用红色蜡笔画一条同样长度的平行线。“接着我在我画的

红色线之后，用青色的蜡笔接上一条长短一样的线，女儿也得用同色的蜡笔在她画的红色

线后边画一条同色的线，这样连续画下去。假若女儿使用的蜡笔与我所用的颜色不一样，

这一游戏就不再继续，女儿就输了。”斯托夫人说。 

维尼的父母还通过鲜活物品教会孩子各种形容词。在维尼夫雷特出生后第六周，父亲

曾给她买了些红色气球，把气球用短绳绑到她的手腕子上，气球便随着手的上下摆动而上

下摇动。以后，又每周给她换一个其他颜色的气球。通过这一游戏，父亲便能轻而易举地

教给她红的、绿的、圆的、轻的等形容词，而且她对这一学习方式非常乐意接受。 

在这种轻松有趣的学习方法取得一定的成效以后，斯托夫人把贴有砂纸的木片和其他

种种物品放到女儿手中，让她去摸，去接触，同时一遍一遍地在她耳边说“粗糙”“光滑”

等形容词，这样女儿很快就能把感觉和形容词联系起来，形成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这种教育方式也有一些负面效果，如婴儿往往爱把手上拿的物品往口里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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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父母只要多加留心，孩子就不至于养成这种习惯。 

孩子是活物，自然要不断地发挥她的能量。斯托夫人对女儿进行这样的早期教育的目的，

不是强迫她去做什么，而只是为了不让她的精力白白地浪费掉，因而才努力进行各种有效的引

导。由于实行了这样的教育，使孩子总有事干，她也绝不会因无事可做而去吃手指头，因无聊

而沮丧、甚至哭泣了。 

Ⅳ 用游戏开发头脑 

斯托夫人对女儿的教育都是采取游戏的方式进行的。为了使孩子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发展，

斯托夫人也开设了与之相配套的游戏。 

 

多数母亲不关心孩子的游戏，这很不好。她们为家务事所累，当孩子做一件事情要她

看一看时，她们头也不回，有时甚至遭到训斥和打骂。因此，孩子便会感到无聊，不高兴。

这完全是母亲的不是。 

游戏是动物的本能，所有动物都喜欢做游戏。小猫戏弄老猫的尾巴，小狗和老狗互相

咬架，这是为什么呢？根据动物学家的研究，小猫戏弄老猫的尾巴，是为了发展它将来捕

捉老鼠的能力，而小狗和老狗互咬也是为了发展它将来能咬死野兽的能力。 

孩子也是一样，为了发展他们将来用得着的能力，必须进行游戏，而且所做的游戏必

须适合于发展他们将来能用得着的能力。当然，要提醒父母的是，对孩子的游戏不能放任

不管，父母必须根据需要加以指导。这一点不难理解，就连猫狗都跟其子女一起做游戏，

何况人呢！所以身为父母者，应高兴地跟孩子一块儿玩，以便通过游戏促进他们身体的发

育、智力和品德的发展。 

做母亲的必须和孩子一块玩。有的母亲为了给孩子缝衣服，给丈夫织袜子等，把孩

子放在一旁不管，这就未尽到母亲的责任。教育孩子是母亲的义务，是母亲的天职。虽

然经济条件所限，不可能把所有的衣服都交给裁缝店去做，但是，为了赶做衣服而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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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也是不对的。我们处在一个文明的时代，什么都由自己做，这并不是节俭。在文明

时代应该利用文明，以便尽可能地腾出一定时间教育子女。让孩子们自己玩，必然又吵

又闹、又哭又叫。应当像在水中带孩子游泳一样，在室内也应当监视他们玩。 

在斯托夫人看来，在这方面，日本的母亲的许多地方值得母亲们借鉴和学习。 

日本的母亲不像美国的母亲那样，在屋子里开起杂货店，摆满破烂，不断地训斥孩子，

这也不许碰那也不许摸。而是把屋内整理得很宽敞干净，便于孩子游戏。同时也不像美国

人那样穿着鞋子进屋。她们努力和孩子一起玩：正月和孩子一起玩纸牌；三月搞祭雏（女

儿节，做摆偶人游戏）；五月过男童节，挂鲤鱼旗；七月做七夕祭。 

兴趣是孩子天赋的显示屏 

儿童的兴趣所在往往就是其天赋的“闪光点”，以贝多芬为例，这位世界级音乐大师4岁

时就对音响与旋律发生了浓厚兴趣，喜欢在琴键上来回按动，其祖父及时抓住这一“闪光点”，

有意识地去培养他，结果他8岁就能登台表演，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音乐家。因此，家长们要观

察和培养孩子的兴趣，以发掘孩子的天赋。 

 

卡片游戏也是从日本的纸牌游戏发展来的，这类游戏既能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又能使

他们动作敏捷。斯托夫人则把所有的功课：历史、地理、数学、语言学等都编成卡片，和

女儿一起做游戏。 

当孩子哭时，为了不让她哭，多数母亲的做法是给奶吃或给糖果等。斯托夫人对这些

母亲的做法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她认为这是错误的。在她看来，对孩子进行头脑的训练越

早越好，并且这种训练必须用游戏的方法进行。孩子的乐趣绝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只

是吃喝。孩子除了味觉的乐趣之外，还有视觉和听觉的乐趣。因此，当维尼夫雷特哭时，

为了不让她哭，斯托夫人就给她能发出响声的玩具，或是敲钟让她看。 

斯托夫人对女儿的教育都是采取游戏的方式进行的。为了使孩子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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