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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 

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 

 

精英教育法 

英国被称为绅士的国度，是因为他们有一位专门培养绅士的教育家——约翰·洛克。

在总结了蒙田的教育思想，吸收了弥尔顿实科教育的理论后，洛克在《教育漫话》一书中，

建立了绅士教育理论体系。约翰·洛克所倡导的家庭教育的法则，曾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的

成长，培育了全球无数的青年才俊，成为每个西方家庭和学校不可或缺的教育宝典。 

Ⅰ 精英教育的缔造者 

 

约翰·洛克被誉为“培养绅士和淑女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

已成为当代家庭教育的主流和标尺。 

 

洛克所著的《教育漫话》阐明了如何才能培养出有理性、有德行、有才干的绅士或

者有开拓精神的事业家。道德教育是《教育漫话》中最重要的内容。 

在洛克看来，德行是第一位的，智育居第二位。他声称：“一个绅士的各种

品性之中，德行是第一位的，是最不可缺少的。缺乏德行，就无所谓人生幸福而

言；因为缺乏德行的人不可能被人尊重，也难以取得事业的成功。”他要求儿童

在具备健康体魄的基础上，必须有健全的精神发展，而这集中表现为必须具有完

美的德行。洛克提出，学习的根本目的“不是要使年轻人精通任何一门科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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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心智所有知识”，而是“打开他们的心智，装备他们的心智，增加心智能

力”。洛克认为应着重培养孩子热爱知识，尊重知识的态度，发展孩子的能力，

使他们掌握正确的方法，主动地获取知识。洛克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

一套系统的德育理论。 

洛克关于教育的这些论述，不仅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

美传统的教育思想有所了解，而且可以让我们进行比较，对我们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

进行反思，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从而使我们对子女的教育不再盲目，使我们对子女的

教育更加有效。 

约翰·洛克，17世纪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思想家。1632年他出生于在

英国，年幼的洛克天资聪颖、兴趣广泛，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教育，对科学产生了十分

浓厚的兴趣。 

洛克孤独终生，1704年在伦敦溘然长逝，享年72岁。然而这位寂寞学者的生

命中却充满了传奇色彩：1646年洛克在威斯敏斯特学校接受了传统的古典文学基

础训练。1652年克伦威尔主政期间，洛克到牛津大学深入学习了哲学、自然科学

等课程，并在那儿居住了15年。1656年洛克获得学士学位，1658年获硕士学位，

后来他还担任过牛津大学的希腊语和哲学老师。36岁时，他被入选英国皇家学会。

他还对医学感兴趣，得过医学学士学位。1666年洛克开始了其一生最重要的哲学

著作《人类理智论》的创作。1675年洛克离开英国到法国住了3年，结识了很多

重要的思想家。1682年莎夫茨伯里伯爵因卷入一次失败的叛乱而逃往荷兰，洛克

也随行。伯爵在翌年去世，而洛克则在荷兰隐姓埋名。1689年洛克返回伦敦，他

的《人类理智论》也在1690年发表。晚年的洛克大部分精力都投注在《人类理智

论》这部书上，同时也认识了艾萨克·牛顿等几位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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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风、世风皆起于家风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影响的一致性。”如果没有这种一

致性，那么学校的教学和教育的过程就会像纸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如果没有整个社会家

庭的高度教育素养，那么不管老师付出多大的努力，都收不到完美的效果。学校复杂的教育

过程中产生的多数困难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家庭。因此有人说，一个伟人的身后，必有一

位好长辈给过他终身受益的教诲。一个庸人的背后，也往往有一位不称职的长辈给过他一辈

子都难于摆脱的误导。民风、世风皆起于家风，关键在于所有家庭都要正确地引导孩子。 

 

洛克的一生是颠沛流离、曲折离奇的一生，也是成果丰硕、丰富多彩的一生。他兴

趣广泛，涉猎了许多科学领域，并且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为人类的科学进

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没有子嗣，却创建了独一无二的、科学的全面教育法，被后世

传颂为教子圣经。约翰·洛克在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从新兴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出发，

写下了世界教育史上的新篇章。在总结了蒙田的教育思想，吸收了弥尔顿实科教育的理

论后，洛克以前人的思想资料为基石，建立了绅士教育理论体系。其教育代表著作为《教

育漫话》（又译《家庭学校》）成为培育无数英才的恒久经典，是每一位父母都必须知

道的教养法则！迄今为止全球翻译文字已超过30余种！ 

洛克认为，理想的人是集品德、健康、才能三位于一体的人。只重视体育，孩子将

成为可悲的鲁夫；只重才能，孩子会成为弱不禁风的病夫，或者成为社会上的恶棍；只

重品德教育，孩子会成为懦夫，这种人对社会、对人类都是无用的。因此孩子的教育应

该三方面全面发展。 

洛克主张要把年轻人培养成有强健身体、有一定知识、有才干、具有优雅态度

并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绅士。这种教育要从德、智、体三方面着手。 

他说：“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我们要工作，要幸福，必须先有健康。”

洛克认为，德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性格，锻炼意志，养成高尚的道德和严守纪律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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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方法上，他非常重视儿童的年龄特点，强调示范和环境的教育作用，反对单纯的

说教。他说：“无论给儿童什么教训，每天给他什么样的聪明而文雅的训练，对他的行

为能产生最大影响的依然是他周围的同伴及他监护人的行动。”他主张一定要用温存的

语言，耐心热情的态度，和颜悦色的劝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儿童的习惯，切记不

可声色俱厉、粗暴地责备和训斥他们，以免伤害儿童脆弱幼嫩的心灵和正在成长中的自

尊心。习惯的培养不能急于求成，而且只有当一种良好的习惯已经形成之后，才能再培

养另一种习惯。几种习惯同时培养，会造成夹生饭，反而给以后的教育带来困难。对儿

童的不合理要求、懒惰和任性，教师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姑息、迁就。对智育，洛克主

张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发展学生的独立思维、论证概括和系统思考的能力。值

得重视的是洛克关于设置手工劳动课的意见，他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木工、园艺、农业

等实际操作的本领。 

洛克在品德教育方面也有明确的思想。他主张德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性格，锻炼意

志，养成高尚的道德和严守纪律的习惯。他认为道德教育是绅士教育的灵魂，拥有理想

的德行，可以使个人获得幸福，也有助于他的事业成功。 

约翰·洛克的《教育漫话》初版迄今已有300年，约翰·洛克所倡导的家庭教育法

则，曾陪伴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培育了全球无数的青年才俊，成为每个西方家庭和学

校不可或缺的教育宝典。洛克在本书中从德育、智育、身心健康、礼仪等方面阐述了自

己的教育观，他强调以人为本，尊重孩子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认为在教育中后天性

的因素重于先天性的因素，其中最强调的是品德的培养，他说：“培养德行的工作是世

界上最有价值和最高尚的工作”，“人的品德越高就越容易取得其他一切成就。” 

约翰·洛克被誉为“培养绅士和淑女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对后世影响深刻，

已成为当代家庭教育的主流和标尺。《教育漫话》处处显露着作者超人的智慧，它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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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镶嵌在人类教育皇冠上的钻石，经过漫漫岁月的擦拭和洗礼，历久弥新，散发出璀

璨夺目的光彩。 

Ⅱ 家庭教育决定孩子的命运 

家庭教育不仅是基础教育，而且是主导的教育，它给孩子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是任

何学校及社会教育所永远代替不了的。 

 

2001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每个儿童都应该有一个良好的人生开端；每个儿

童都应该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每个儿童都应有机会充分发掘自身潜能，成长为一名有

益于社会的人。当孩子学着说话、感知、行走和思考时，他们用以区分好坏、判断公平

与否的价值观也正在形成，毫无疑问，这是孩子一生中最易受外界影响的阶段，也是我

们需要把握对其进行教育的最佳时期。 

在社会环境中，为什么有的人是好人，有的人是坏人？有的人无用，有的人

有所作为？在这里面起决定作用的是家庭教育。我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

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大部分取决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我们幼小时所得的

印象，哪怕极微小，小到几乎觉察不出，却都有着既重大又长久的影响。孩子在

幼年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正如江河的源泉一样，活泼而无拘无束，水性很柔，

一点点人力便可以把它导入歧途；一旦被导向某一方向，就能转变它的流向，使

河流的方向根本改变，最后流到十分遥远的地方去了。洛克觉得孩子们的精神容

易引导，和水性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不是他自己要出生的，父母使他们来到这个世，来到了一个他们自己无法选择的

家庭，有了一对永远不能变换的父母。一个孩子将来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孩子父母是何种层次的人，取决于孩子在早期成长过程中受到何种层次的家庭教育。在技术

先进的国家，家庭教育已成为提高人口素质的国策。在我国，家庭教育也正在被广大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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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重视，举国上下正在形成重视儿童生命质量、进行科学家庭教育的新趋势。 

约翰·洛克曾在其著作中断言：“家庭教育左右着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揭示了

家庭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家庭教育不仅是基础教育，而且是主导教育，它给孩

子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是任何学校及社会教育不能替代的”。我国广为流传的“三岁

看大，七岁看老”的家教谚语，也揭示了同样的道理：一个人从小在家庭中所接受的启

蒙教育，对其一生的影响无比重要。 

爱孩子，是母鸡也会做的事 

中国父母在养孩子上花的心血、力气、脑筋，可以称得上是天下第一的。你让孩子吃

娃哈哈，我给孩子喝太阳神，有的甚至给10多岁的孩子吃什么鳖精。有的家长还让孩子穿名

牌，似乎给孩子吃名牌，穿名牌，就能培养出名牌孩子了。高尔基说过：“爱孩子，那是连

母鸡也会做的事，而真正要教育他们则是一件大事了。”只注重孩子的衣食住行，跟养一只

小猫小狗没什么区别。而是要教育孩子一些做人的道理、生存的本领，及高尚的人格等，这

些才是人生最需要的东西，否则孩子成人后，往往在社会上吃尽苦头，难以自立。回过头来，

自然要埋怨他们的父母。 

 

家庭教育不仅是基础教育，而且是主导的教育，给孩子深入骨髓的影响，是任何学

校及社会教育所永远代替不了的。在英国有一个爱德华家庭，是真正的书香门第。老爱

德华是个博学多才的哲学家，为人严谨勤勉。他的子孙有13位当大学校长，100位教授，

80多位文学家，60多位医生，1人当过大使，20多人当过议员。同样是在英国，另一个

珠克家族，与之相比则大相径庭。老珠克是远近闻名的酒鬼和赌徒，浑浑噩噩，无所事

事。这个家族至今已传了八代，其子孙后代中，有300多人当过乞丐和流浪汉，400多人

酗酒致残或死亡，60多人犯过诈骗或盗窃罪，7个杀人犯，整个家族没有一个人有出息。

根据上述两种情况让我们来做一个设想，珠克家族中的某个人，当他还是婴儿时，就被

爱德华家族抱养，那这个人又将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反之又会怎样？家族最初及持续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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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的是非观念、善恶标准与为人原则，将影响他的一生。这就是两个英国家族留给后人

的启示。 

洛克充分肯定家庭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家庭教育的力量怀有极大的信

心，并对幼儿时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强调。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有一段非常

重要的时期被教育学家称为“关键期”。它指的是某种知识或行为经验，在人的某一特

定时期最易获得和形成，过了这个时期，就不能获得或达不到最高的水平。奥地利动物

行为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劳伦斯发现，小鹅出生后1～2天是形成追随活动事物的关键

期，过了这个时刻，就很难再形成这种行为，他称此为“印刻现象”。人也是一样，生

下来也有很多潜能，如果不能通过教育使这些能力发挥出来，那么，这些能力就会被废

弃，甚至再也没有发展的机会了。 

我们常常将家庭比喻成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然而家庭教育并不等同于学校教育。家

庭教育来不得半点浮躁，也不能急于求成。家庭教育有着自身独特的方式，它通过家庭

环境氛围及父母的言论、行为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无形中塑造着孩子的人格

品德与基本素质。 

家庭教育可以是多方面的，如开展家庭读书读报活动、学习写作计划，为报刊撰稿、

参观博物馆或定期进行乡土旅游与异地旅游，开展家庭小收藏活动、建一座游戏室或屋

外的储藏间等等。 

在这些活动过程中，家长可以教育孩子如何将某一任务分成几个小任务，并按因果

关系或优先原则而划分任务、接受指导以及正确衡量，制定并执行资金预算，从而开发

孩子的想象力，培养孩子的合作精神，促进各种感官的协调配合等。 

一位有三个子女的母亲说：“孩子们小的时候，我们周末常去野外露营。在下雨天

我们就在带小帐篷的拖车上，找出那副商品期货纸牌做游戏，假装自己是谷类期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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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经纪人。我们会大声呼喝，弄得公园管理员误以为我们是在打架。” 

别唠叨孩子 

有些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并不对症下药，总是喜欢翻来覆去的说那么几句话。孩子学习

不勤奋，就说：“努力学习呀！努力学习呀！”不学习将来没前途，这些话也许已经向孩子

重复过几千遍了。看到孩子不爱吃饭，家长常常来一番忆苦思甜：我们下乡上山那阵儿，菜

汤都喝不上；我们当年，野菜都吃不饱；我们当年，玉米面都吃不着⋯⋯而这些“我们当年”

的故事，细细算来，也已经给孩子讲过千万遍了。设身处地地想，您当年听上一代讲了千万

遍的故事时，不是也很讨厌听吗？因此要寻找新的话题，尽可能地避开那些唠叨的话题。 

 

正是由于家庭教育的影响重要到足以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程度，几乎所有的父母都

希望让自己的孩子在他们还处于“一张白纸”的幼稚时期，就能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而不

要受到不良的教育或得不到教育。要让孩子一来到人世间就受到优良的早期教育，就不能不

从提高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和终生教师——家长的整体素质和“教学水平”入手。只有抓好了

家长教育，再通过高素质的家长去抓孩子的家庭教育，大批经过良好家庭教育的孩子再经过

良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大批高素质的国民才可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这就是我们之

所以提出“国民素质从娃娃抓起，娃娃素质从家长抓起”这一口号的道理所在。 

Ⅲ 家教首先是健康教育 

孩子穿衣服也不能过暖或过紧，如果孩子从小就穿着紧紧的衣服，对身体百般约束，

长大后很少能有健美的身材，这方面对女孩子尤其重要。 

 

洛克非常重视健康教育，提出“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精神”，“我们要能工

作，要有幸福，必须先有健康”。这是对人生幸福的一种言简意赅的描述。拥有身体和

精神双方面的健康，就可以拥有一切；而如果身体和精神有一方面不健康，就算得到了

一切也没有用。在精神方面不尽健全的人肯定无法找到完美的途径把事情做得漂亮；而

如果天生体质不尽如人意，再有能力也注定做起事来心有余而力不足。 

凡是身体精神都健康的人就不必再有什么别的奢望了；如果身体或精神有一方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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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人，即使得到了别的种种，也是徒然。人们的痛苦或幸福，大部分是自己造成的。

不善用心的人做事绝不能够遵循正当的途径；身体孱弱的人，就是有正当的途径也绝不

能获得进展。洛克承认有些人的身心生来就很坚实、健康，用不着别人多少帮助；他们

凭着天赋的才力，自幼便能向着最好的境界去发展；凭着天赋的体质，能够做出伟大的

事业。但是这样的人却是少之又少的。 

洛克把健康的身体看做是人们“能工作”“能忍耐劳苦”和获得幸福的先决条件。

他以其他教育方面的教育原则和方法为基础，是第一个提出精密体育理论的教育家。洛

克根据自己当过家庭医生和家庭教师的体会，提出了一套经过仔细研究的、适应当时科

学水平的体育制度。如认为应该采用游戏、运动、冷水浴等方法来锻炼身体，使受教育

者将来能适应疲劳及各种变故的特殊情况等。他的这些理论为儿童拟订了一个合乎科学

的保健制度，不仅在当时而且对现在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使孩子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洛克经过研究和实验，制定出了一套简便易行、

内容周详的保持健康的建议。 

指责、埋怨是误区 

孩子犯了错误，或是考试成绩不理想，一些家长得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孩子

叫过来训斥一通。许多孩子犯了错误都很害怕，考试失误后也很内疚。他们渴望得到

帮助他们战胜错误、走出误区的方法，可得到的偏偏不是想得到的，想得到的偏偏又

得不到。回忆一下自己读书时考试失误，在学校本已不安，回到家又受到一顿指责训

斥，那时你不也是委屈吗？ 

 

洛克主张孩子最好吃清淡的食物，少吃肉。如果孩子非吃不可，每天也只能吃一次，

一次只吃一种肉，最好是清淡的牛肉、羊肉，肉里不要加太多的调味品。 

早餐晚餐给孩子喝牛奶、酸奶、稀粥，吃面包、蔬菜最合适。需要注意的是，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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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都要清淡，最好不要放糖，一切刺激性的、能使人兴奋的东西最好都要尽量避免。

孩子的所有食物中，盐不可多放。 

三餐时间最好不要固定，而应当每天都变换。如果孩子在正餐之外还要吃饭，那就

准备好新鲜的干面包。 

水果应当在饭前或者在两顿饭之间吃，孩子还可以把水果当早餐吃，但要和面包一

起吃。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吃成熟了的水果。 

不要用给孩子吃药的方法来预防疾病，这个建议比各种补药和食品要好得多。俗话

说“是药三分毒”，千万不要看到孩子身体稍微有一点儿不舒服就请医生，滥用药物。 

洛克认为让孩子养成规律睡眠的习惯十分重要，因为睡眠能促进儿童的生长发育，

是儿童最应该多多享受的。孩子在幼小时多睡觉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可以爱睡多久就睡

多久。但长大后，就不该再放任其睡懒觉。要让孩子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但要保证充

足的睡眠，这有益于健康。 

孩子睡的床应该是硬的，睡硬床有助于孩子身体长得挺拔。过厚的褥子和弹簧床垫

是孩子身体健康的大敌。 

洛克建议，孩子穿衣服也不能过暖或过紧，如果孩子从小就穿着紧紧的衣服，对身

体百般约束，长大后很少能有健美的身材，这方面对女孩子尤其重要。 

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脸部的耐寒能力并不比身体的其他部分强。以后，脸之所

以比其他部分更能耐寒，只是因为老是露在外面而习惯了温度的变化。只要从小就形成

了习惯，有许多看上去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孩子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应该让孩子多进行户外活动，呼吸新鲜空气、多运动，对身体大有好处，尤其是成

长中的儿童。越多地在户外活动，孩子就长得越健康，适应力就越强。此外，孩子长到

了能够游泳的年龄，而且又有人教他的话，理所当然地应该学会游泳。会游泳除了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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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一种技能以备不时之需外，对于健康也十分有益。 

很多父母的教育方法中存在这样一个弊端，那就是过早地就规定“男孩子不能玩布

娃娃”“女孩子一定要文静”等家规，这种情形可能会把孩子某种潜力的萌芽毁掉。如

果家长用性别的枷锁把孩子禁锢起来，把他们的兴趣和爱好都限制在各自的性别范围之

内，这很容易使孩子的思维活动变得僵硬。 

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这是对世人幸福的一种简短而充分的描绘。我们要能

工作，要有幸福，必须先有健康；我们要能忍耐劳苦，要在世界上做个人物，也必须先

有强健的体格。这种种道理都很明显，用不着任何证明。 

千万别随意打骂孩子 

有个别家长认为“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就这样用打骂来表达自己对

子女的爱。有一个女孩犯了错误，回家就让跪搓衣板。其实，用打骂教育孩子不是办法，取

得的教育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不如细心地观察和引导，孩子会更容易去接受批评。在批评孩

子时耐下心来先向孩子表达自己的爱，在孩子感觉妈妈亲切时再把要教育的内容谈出来。没

有违反原则性的错误，千万别随意打骂孩子。 

 

尤其在今天的中国，教师、家长不惜以牺牲孩子的身心健康为代价换取分数，由此

造成经常在报端可以看到让人心情沉重的悲剧报道。有些儿童虽然没有出现类似的严重

情况，但“分数”所造成的影响也深深烙在他们的心坎，并且随时可能爆发。洛克说：

“我们总是打着‘为孩子好’的旗号来对孩子施加压力，我们的深谋远虑造成孩子成为

‘知识肥大者’，而生命健康成长的土壤却在我们的‘关心’中慢慢‘板结’。”我们

怎么可能让孩子成为“知识肥大症”的患者，成为片面意义上的“人才”之后，还能在

进行现代化建设时有突出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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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告诫为人父母的人们：请走好你们的每一步，要知道，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榜样。 

 

汉森习惯在每天工作之前先去镇上的酒馆喝上一盅。虽然知道这是个不好的习惯，

妻子一直劝他戒掉，但是他想，反正只是自己的一个坏习惯而已，又不影响别人。 

一天，天降大雪，汉森穿好棉袄，戴上手套，吻别妻子后，和往常一样吹着口哨向

酒馆走去。没走多远，他觉得有人跟在后面。回头一看，竟是自己年幼的儿子。 

儿子踩着父亲留在雪地上的脚印，边跑边兴奋地喊：“爸爸，你看，我正在踩你的

脚印！” 

儿子的话令汉森心中一顿，他想：“如果我去酒馆，儿子踏着我的脚印，将来他也

会去酒馆的。” 

从那以后，这位父亲再也不光顾酒馆了。 

洛克告诫为人父母的人们：请走好你们的每一步，要知道，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榜

样，孩子正踏着你们的脚印呢。 

根据心理学家的调查显示，有一半的孩子有自己模仿认同的对象，而其中78％的孩

子以自己父母为认同的偶像。父母是孩子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如果不好好地扮演这个神

圣而重要的角色，怎么对得起孩子的崇拜呢？ 

在《圣经》的全部注解中，只有切实的示例最为出色。在实践家长的艺术中，一两

的身教等值一吨的说教。孩子是父母的影子，孩子是父母的翻版。孩子一生的命运掌握

在父母手中，父母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孩子的表率，努力培养孩子的品德，为开拓他们

的美好前程积极创造条件，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孩子好的行为或坏的行为

都是父母教育和影响的结果。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孩子进入社会最初的模

仿对象，孩子从父母那里学会的某种习惯和处世态度，会对他们一生的发展产生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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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孩子踩着父母的脚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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