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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救救儿童！ 
——鲁  迅 

早在 18 世纪，法国的哲人卢梭曾敏锐地指出：“我们不懂得儿

童！”的确，历经几个世纪之后，卢梭的警告依然在耳边回响。我

们每个人都有过儿童的经历，却依然不能理解身下的儿童。虽然，

儿童教育体系不断在健全当中，但又很难适应儿童健全的成长。或

许陶行知先生对教育的经验阐释，使我们应该回到教育原有的起

点：生活即教育。陶行知说：“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

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卢梭的教育问题在

陶行知的论述中得到了很好的解答：生活的变化使我们自身的教育

经验不足以懂得儿童，而懂得儿童的基础则首先要理解生活当中的

变化。 
关于儿童教育问题，出生于 19 世纪的意大利教育家蒙特梭利

曾这样控告：“社会赋予成年人一个教育儿童并促使其发展的角

色。但现在，当探究了人们的心灵最隐秘的深处之后，对过去被视

为是儿童卫士和恩人的那些成年人提出了控告。不是母亲、父亲、

我们，就是儿童的监护人，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成了被告，

也就是整个对儿童幸福负有责任的社会都受到了审判。”蒙特梭利

的控告告诉我们，儿童教育在卢梭死后的百年之中依然是：我们不

懂得儿童！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此时，生活在蒙特梭利身后百年之中的

我们是否依旧不懂得儿童？此时，我们又是否依然是几乎所有的成

年人都成了被告？毫无疑问。我们仍旧是不懂得儿童，而且同样几

乎所有成年人都成了被告。因为我们不懂得儿童不是历史问题，而



 

 

永远是现实当中的教育问题。因此，面对儿童教育，几乎每一代成

年人都将面临着成为被告的可能。 
然而，在现实的儿童教育当中，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在我们这

个时代，人们开始热心于儿童教育。甚至有人已经捧读着卢梭的《爱

弥儿》；而更多人捧读着蒙特梭利的《童年的秘密》。成人对于儿童

教育的热心让我们感觉到他们面对儿童不想成为儿童的被告。可正

是成人对儿童教育的这份热心，让我们看到那些面对成人的儿童，

以及他们身上所附加的一切教育，促使我们不得不提出与蒙特梭利

截然相反的教育事实：当下的儿童面对成人的儿童教育仿佛成了被

告！在当下的儿童世界里，我们的儿童教育无疑使儿童成了教育领

域中的被告。而对于每个热心儿童教育的成人来说，我们是否该自

问：谁把儿童当被告？ 
本书将以先贤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教育即生活”为原则，从

心理、言语和活动三个领域去认识和理解儿童的生活，促使我们明

白儿童并不仅仅是教育的对象，更不是教育领域中的被告，而应该

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成员。本书将尝试着拒绝把儿童当成被告，多

样化地呈现儿童的教育生活，从而让我们更多地理解儿童世界。在

成年人的世界中，认识生活的变化，懂得儿童成长之所需，才是儿

童教育的根本。也就是说，让儿童依其自身的自然属性，独立地茁

壮成长，如此才能还原教育生活的真义。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得到了重庆市三峡师范学校多名领导、

教师的协助，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在此一

并感谢，包括：陈冬梅、陈丕、杨春和、熊毅、黄建军、张平奎、

牟其平、张善毅、肖醒、李平原、熊应、许绪琼、熊茂荣、黄波、

宋凌云、张玲、陈鹃、王建国、邓小川、宋举鸿、张朝清、张德明、

郑文群、万维华、管升、谢贤安、刘晓燕、谭敏、杨远、陈婧。 
 
 
                 谭家德、丁维钢写于重庆市三峡师范学校 

                               201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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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儿童的心理世界是儿童教育的基础。然而，在现实的教育中，人

们往往忽视了儿童的心理世界，或是在教育的实践当中，没有充分地理解

儿童的心理。及此，在儿童生活中就出现了儿童教育的需要与给予不对等

的现象。我们说，儿童的心理世界包涵了成人日益缺失的自然属性，而认

识儿童的心理世界，才是儿童教育的基础，更会使我们从儿童的心理世界

中看到成人所一直向往的伊甸园。 

——作者 

一、成人也需要儿童教育 

儿童是成人之父。 

——华兹华斯 

教育儿童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成人自我教育的过程。教育儿童对成人来说本

身就是一次再教育。也就是说，教育儿童不仅是由幼儿教育职业主导完成的，更

是社会层面的基础教育。成人社会对儿童的教育才是教育领域的主体。因此，我

们说，完成儿童的教育就是成人自我的再教育。只有清楚教育儿童的责任，成人

才在社会当中真正具有了成人的身份。 

当我们成为社会的独立成员时，进入社会并迈向自己的人生。但这种居于社

会的独立性并不能表示我们即是成人，因为成人身份不仅是青少年时期表现出的

生理成熟与获得的文化知识教育，而首先是走出以往儿童教育的蜕变。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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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儿童教育才是成人身份的最基本特征。然而事实是，许多进入社会、走向独

立的成人并不见得就走出了往昔的儿童教育，因为他们的儿童教育是不完整、抑

或残缺的。正是因为这种儿童教育的失败，使得这些成人在社会独立的生活中出

现坏的影响。而这些坏影响的根源往往就是不健全的儿童教育的结果。 

成人没有走出儿童教育自然是隐性的，并长期存在于人的心理层面。显然，

存在成人内心的儿童教育大多是负面的，对于成人内心的成熟并没有产生过积极

影响。这种残碎的儿童教育因素也就并不时常在成人的心理活动中显现。只有当

成人在生活当中陷入困境，或是遭遇挫折时，儿童教育的负面影响才升级为心理

活动，导致情绪发生变化，影响成人对身边事物的判断，甚至可能出现过激的

行为。 

这种儿童教育的负面阴影往往并不被成人所察觉，因为它隐藏在内心深处，

而且并非时常产生为心理活动，并从个人的行为上暴露出来。许多教育思想家已

经指出，幼儿时期是人的性格形成的重要阶段，而性格得以形成其中很重要的因

素就是心理上的健全。然而心理的健全当然离不开教育，因此，我们说教育在塑

造人类性格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儿童心理的健全同样不能缺失教育上的呵护。 

儿童的内心相比成人来说更加神秘，有如一个小小的密室，我们很难周全地

预料里面到底都藏些什么。但儿童的内心无论藏些什么，从阴阳的相对性来看，

总不外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儿童成长有利的积极方面；其二是儿童内心很容易留

下阴影的消极方面。 

德国的教育思想家福禄培尔为此有这样的论述，他说：“儿童的，人的生命

的最初表现是：安宁和不安宁、喜悦和痛苦、微笑和哭泣。”福禄培尔所说的最

初表现就是儿童作为生命体的自然流露，但这种流露也表现出儿童的内心需求，

并且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已然显露无遗。 

不过，福禄培尔认为：“安宁、喜悦和微笑标志着儿童感觉中的一切与他的

本质。”而“不安、痛苦和哭泣的最初表现标志着各种与作为儿童的人的发展背

道而驰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会成为孕育虚伪、欺骗、固执、顽固和一切后继可

悲和可恨的错误的温床。”在福禄培尔看来，儿童表现出来的积极一面为人之所

需，这些更接近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本性，而表现出来的消极一面则违背人的

生存原则，并且这些消极因素更可能对儿童性格的塑造带来可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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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可悲的影响，我们认为所体现出的就是没有走出儿童教育的阴影。按

照生活即教育的原则，我们对儿童内心所表现出来的痛苦、不安以及哭泣等因素

要有积极的应对，消除消极心理方面的影响，并引向积极方面，如此儿童心理才

有达到健全的可能。然而，当这些消极心理因素没有在儿童内心得到消除或缓解

之际，长此以往也就会形成心理的阴影，并深藏在成人的内心深处；或是因生活

方面的变化，导致这种儿童的消极心理成为成人应对日常生活的沉重包袱，亦即

成人没有走出以往的儿童教育。 

就现代社会而言，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变，家庭所给予的儿童教育相对淡薄，

教育机构的群体教育方式并不能充分地给个体儿童针对性的教育呵护，这也就使

得没有走出儿童教育的人群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以及心理现象。由此，

我们不得不问，当成人没有走出儿童教育，而完成成人的蜕变时，这些成人该如

何担当并面对身下的儿童教育？ 

或者我们该听从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箴言：“儿童是成人之父！”在华兹华斯

的时代，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惊骇世俗，并不太为人理解。即使是在我们这个全球

化的现代世界，这句话也同样别有深意。儿童何以成为成人之父呢？成人才是儿

童之父！人们或许更习惯如法国思想家蒙田一样有感而发：“作为一个父亲，最

大的乐趣就在于：在其有生之年，能够根据自己走过的路来启发教育子女。”蒙

田的话也是许多成人所认同的，自己走过的路所得来的经验对教育儿童来说有益

无害。但成人得来的经验就一定适于身下的儿童么？在现实的儿童教育当中，这

种经验之谈使无数儿童成长至成人时，其内心仍旧没有走出儿童教育。因为这种

经验之谈的教育往往体现的是成人的意志，而不是在教育儿童。 

华兹华斯的这句箴言其深意也就在这里。当儿童为成人之父时，这表明成人

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相比较而言成人要比儿童更远离人的自然本性，而

远离人的自然本性的成人也就显现出不健全的一面。华兹华斯在成人的身上看到

了这种缺点，因此，他才教育那些远离自然本性的成人，要认知身边抑或怀里的

儿童，从儿童的身上找回久已缺失的自然本性。这就是华兹华斯的别具用心，也

是教育儿童的根本。 

而我们说那些没有走出儿童教育的成人，就是华兹华斯所指涉的那些远离自

然本性的人群。及此，儿童教育并不只属于儿童，对于很多成人而言，他们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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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需要儿童教育。然而，这并非是耸人听闻，只是大多数的成人不愿意承认他们

也需要儿童教育这一事实。 

成人需要儿童教育更多是表现在心理层面，尤其是福禄培尔所指出的自然本

性的东西。由此，我们说，在成人对儿童施与教育时，成人首先要接受一次儿童

教育。这种成人的儿童教育不仅要求自身感悟缺失的自然本性，还需要观察身下

的儿童，体会儿童的内心，尽可能地找回人的自然本性。 

人的自然本性就是教育的核心，也是人类处于社会生活的底蕴。因此，我们

说，没有完成儿童教育的成人，当面临身下儿童教育时，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成人

与儿童之间的不对等。成人面对儿童以及儿童的教育，首先就要求儿童需求与给

予的对等。当没有走出儿童教育的成人面对儿童并亟待施与教育时，两者在教育

面前就是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的儿童教育，是当今教育的普遍现象。而这种不

对等的普遍现象，就是西方教育思想家们所指涉的远离人的自然本性。 

避免面对儿童教育不对等的现象，首先就要求成人完成昔日没有完成的儿童

教育。每个成人在教育身下儿童时，不论是教育儿童的职业我们还是儿童的监护

人，都必须反思自身有过的儿童教育，并在反思自身过往的儿童教育中找回儿童

教育的真谛。及此，成人在儿童教育的情境中面对儿童时才会使儿童完成应有的

教育，并不会因为在教育过程中的不对等现象，产生儿童走过童年时仍没有完成

儿童教育。 

总之，我们说成人也需要儿童教育。而当成人完成并走出儿童教育时，才是

教育儿童的根本途径。华兹华斯的“儿童是成人之父”这一诗化语言，并不局限

于感性的表达，同时还具有理性的深刻认知，是成人反思自身以及当下教育儿童

的前提。 

二、儿童才是自己的主人 

人的教育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在能够说话和听别人说话以前，

他已经就受到教育了。 

——卢梭 

教育在人出生之时就已开始。但，很多人并不清楚人的是，卢梭所说人在出

生之际就已得到的教育是什么？我们说，这种出生既得的教育就是生活。我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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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生命的开始就是生活的起点，而人的诞生都是伴随着种种教育开始的。这里

所说的教育并不是指现代社会的教育领域，而是人们得以生活并认识生活、体验

生活的底蕴。我国现代教育家陶行知说：“教育即生活”。所以，我们说教育并

不是当下社会所流行的成功学，也不是励志学，而是认识生活和把握生活的基础。 

但卢梭对教育的认知却与我们得到的教育常识有所不同。卢梭认为：“教育，

我们有的是从自然中得到，有的是从别人那儿得到，有的是从事物中接受下来。

我们的才能与器官的本质上的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怎样利用这种发

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给我们施加的事物获得有益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

显然，卢梭将教育分为三个层次：自然的教育、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在这三

个层次的教育中，卢梭认为自然的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本。因为“自然的教育根

本无法由我们决定的”。但卢梭认为的才能与器官的本质，并不是我们认为的人

的自然本性。也就是说，卢梭认为的自然教育缺少了心灵层面的关照。我们知道，

人首先是自然世界的产物，其次才是社会内部的成员。但当社会生活使人们远离

自然时，并不表示人们就与自然产生巨大的隔膜。换句话说，人在生理与心理的

发展过程中离不开人的自然本性，依然与自然很亲近，而忽略了人类内心世界与

自然世界的沟通，就是生活与教育的残缺。在社会生活与接受过教育的我们，其

内心世界始终无形地包涵了自然属性。 

此外，尽管卢梭将教育分为三个层次，但这三个教育是一个整体，缺失三者

中的哪一个都将是不完整的教育，甚至将教育引向失败的局面。亦即如卢梭所说：

“（三者）教育相互矛盾的话，他所接受的教育就没有益处。”相反，“假如这

三种不同的教育是一致的，都朝着相同的目的，他便能够自己达到他的目标，而

且生活得富有趣味。” 

然而，在教育的社会中，人的自然本性的教育往往被忽视，人们更多关注卢

梭所指的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这种教育认识的偏差导致成人在面对儿童教育

时，往往忽略了儿童的内心世界。由此，把儿童看做自己的儿女、晚辈、学生，

而忽略了他们也是独立的人。 

儿童首先是人，更是自然的人，这点很少被社会承认。人们总是将儿童视为

社会中的人。正因为如此，在成人的社会中，儿童仅仅是血缘伦理的对象，是成

功学的对象，是继承利益的对象，而很少将其看成是具有独立性的人。这样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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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对儿童内心世界的忽视，损害了儿童向健全的成人的转变。蒙特梭利告诉我们：

“儿童纯洁的心理状态所遭受的这些创伤是缓慢而持续的，人们从来没有认识到

它们是成人精神病的潜在原因。”蒙特梭利很好地诠释了儿童心理的脆弱性，并

指出儿童心理创伤所造成影响的长期性。由此，我们不难认识到，儿童教育的首

要任务就是对其内心世界的呵护。而这种内心呵护的意识转变，则首先要求成人

必须将儿童视为独立的人。 

不错，儿童也是自己的主人。尽管儿童的生理发育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儿童的身体及其成长往往使成人忽略了他们作为独立个人的看法。诚然，身体

是一种身份的认证，儿童的身体是区别于成人的有力认证，也是认识儿童的最初

条件。蒙特梭利说：“每诞生一个婴儿，我们就会发现有某种与此秘密相类似的

东西。一种寄存于肉体之中的精神也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蒙特梭利在强调婴

儿诞生时，同样更强调了“寄存于肉体之中的精神”。因此，我们应该知道，精

神的建构并非成人所独有。 

儿童时期是人生中身体发展变化最重要的时期。在认识儿童身体以及身份的

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儿童的内在心理，以及儿童心理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儿童

的生理健全与心理健全同等重要。但在现实当中，我们对儿童的教育大多注重生

理的发育，以及知识的灌输，而对儿童的心理缺乏应有的理解，致使成人在建立

儿童的正确思想、引导儿童的行为时容易产生种种阻碍。 

对我们而言，身体是一种质的存在，但同时也是灵魂的居所。这种视而不见

的灵魂才是身体的主人。儿童也同样如此，与成人灵魂的底色没有任何区别。这

个内在于体内的灵魂承载着人的情绪、感觉、心理、认知以及精神。因此，蒙特

梭利说：“儿童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实物存在着，更是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着。它能

给人类的改善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刺激。”在这里，蒙特梭利说的人类的改善就是

指精神层面的改善。抑或在蒙特梭利看来，成人的精神世界是以儿童时代所建构

的精神世界为基础的，而人类精神世界的改善动力，也必将来源于儿童的精神存

在。 

蒙特梭利看到了儿童心理与精神发展的重要性，随之也就提醒我们儿童生活

在成人世界中的地位。而在现代的儿童教育中，儿童的精神世界已然被成人的精

神世界所占有。不仅如此，儿童的身体也同样为成人社会所占有。也就是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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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人们对教育认识的片面性以及不足，人们在儿童教育或生活中增加了对儿童的

“奴役”。这种“奴役”显然不是从精神存在开始的，而首先是对儿童身体的“奴

役”，致使当下的儿童教育是在体制的束缚中成长的，而没有一个自由的身体。 

儿童的精神存在必然从儿童的身体开始。但是，随着在现实教育中成人对儿

童身体的占有，儿童的精神存在也随之被成人占据。儿童的情绪、感觉、心理、

认知和精神，都会随着成人的这种占据而丧失儿童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的丧失

表现在儿童内在的不同层面。而这些不同的层面又影响了一个内在拥有自我生命

的儿童。成人对儿童身体与心理的占有，主要根源在于他们并不知道儿童身体与

心理之间的内在理性。这个生命的内在理性就是支撑儿童自主的最初动力。为此，

蒙特梭利说：“理性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和能量。各种印象被整理、排列起来服务

于理性，儿童吸收他的最初的印象来扶助理性。”蒙特梭利讲得很清楚，儿童的

整个生命发展自有其发展规律，而这种发展规律是由儿童的内在理性支配的。也

就是儿童依据其内在理性来独自寻求身体与心理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基础则是

理性提供了力量，而种种外在的印象服务于儿童的内在理性。显然，这种内在理

性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的自然本性的生发过程。然而，在儿童发展过程中，这种身

心和谐的自发运动，往往被外在的力量所抹杀，进而使儿童在成长与发展中，对

成人的依赖性大于自主性。为此，我们说，在教育中成人对儿童的无限占有——

尤其是忽视儿童的心理，没有意识到儿童作为独立的人的存在——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不对等。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夸夸其谈，儿童对自身的认识只能依靠成人的教育影

响才能使其走向独立的人。但我们说，独立意识早在儿童时期就已存在，而这种

存在在古典教育中就是指灵魂的存在。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在谈到教育时说：

“灵魂的培养，人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它称为一种自然性的培养……我们完

全可以把对灵魂的塑造跟对身体的塑造一样称为自然性的。”康德将身体与灵魂

统一归于自然性，并将此视为儿童教育的基础。也许现代人已经不认同灵魂的学

说，但我们可以从生理与心理这一相对的概念来解释儿童的独立性。 

从生理层面来说，1 周岁前后的儿童，其自我意识表现并不是很强。这时的

儿童还不能把自己同周围环境区别开，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尽管手脚乱动乱

踢，但并不能说明此时的儿童理解这是他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儿童有些会有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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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的习惯，但这种习惯也不能让他对此有朦胧的认识。当 1 周岁前后的儿童长

大以后，他对 1 周岁时所接触的事物没有任何记忆，只能通过长辈们的叙述来了

解。这就充分地说明此时的儿童只有饥饿、排便和睡眠的需求，这是人最基本的

自然本性，而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但这一时期的儿童的无意识表现并不持久，很快就会增强自我意识，因为他

开始学会观察事物，并尽力去区别它们。譬如，他会观察玩具的不同，会分辨人

的不同。并且他明白了自己的动作与事物运动的区别。就在儿童认知事物与人的

同时，他们有了懵懂的自我意识，明白了自己此时此刻的存在。也就是说，此时

的儿童是先明白了他者之后，才知道自我的存在的。这种认识是儿童独立性的初

级表现，因为儿童知道了自我的存在。 

当儿童到了两三岁时，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语言。语言的掌握使儿童

的自我意识得到了更大的加强。尤其是，这时的儿童已经开始使用了代名词“我”。

也就是说，此时的儿童具有了“我”的意识。“我”的意识的建立，就说明儿童

此时的心理已经开始发展，精神开始独立。显然，这是儿童自我意识完善的重要

标志。一般来讲，当儿童学会表达“我”的时候，就开始懂得了欲望的表达，自

我表现的能力和对具体事物的占有。譬如，他知道了玩具是我的，并喜欢在别人

面前摆弄自己的玩具。这是儿童独立行动的表现。而这种行动的自我表现则完全

是独立性的。 

儿童的这种行动的独立性，使儿童初步有了知觉，同时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

尤其是对周围环境与事物的认识能力。这一阶段是儿童教育的初级阶段。虽然，

这时的儿童自我意识到缺乏自我控制能力，这是因为此时儿童的大脑与神经系统

的兴奋状态超乎成人。但是，儿童的内心是自由的，成人应该细心观察儿童的心

理发展，注意对儿童行为的正确引导，而不能缺乏理性地随意制止儿童的行为，

更不能强加斥责。因为依据儿童的心理发展，这时的儿童正是性格的形成时期，

并且对儿童后来的成长具有深刻的影响。儿童早期自我意识，是儿童心理发展必

须经历的一个阶段。此时的儿童时常以自我为中心去观察世界，其行为也同样以

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说，为了让儿童更好地成长，成人应该更多地去了解此

时的儿童，尤其是理解儿童的独立性。也就是说，认识儿童也是自己的主人、把

握儿童的内心世界才是儿童教育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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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成人忽视了此时的儿童作为独立的个人，尤其是儿童的内心世界与

儿童的精神发展时常被成人视而不见，甚至是无所认知。对儿童内心世界的无知，

就容易产生对其占有。为此，蒙特梭利敏锐地指出：“成人常常借神灵之名，使

自己成为儿童精神世界里的神”。蒙特梭利所说的神灵是西方世界的习惯，而在

东方社会里的成人同样会以其他的名义来成为儿童精神世界里的神。因此，我们

说，要让儿童充分拥有自己的身体，做自己精神世界的主人！ 

对儿童精神世界的长期占有显然有碍儿童的心理发展。因为，这种精神世界

的占有本身就是对儿童身体的占有。西方哲人斯宾诺莎说：“在对于人们身体的

本性没有正确了解以前，决不能正确地明晰地了解什么是身体和心灵的统一。”

儿童心理的发展要重视身体和内心的统一，这才是儿童心理发展的主旨。 

但有些人却将儿童的身心发展视为一个多变且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

程。我们说，人的内心世界始终是简单的，并且在儿童时代就已经形成。所谓从

简单到复杂、从量变到质变不过是人在教育过程中所强加给予的。在儿童的成长

过程中，儿童的身体和内心的统一也就是卢梭所说的自然的教育；而这才是儿童

共有的心理特征，才是儿童成长为成人的坚实基础。 

福禄培尔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告诉我们：“人，为了让他和他身上的人

性得到完全的发展，在儿童时期，我们就要在尘世关系的整体上完整地统一地看

待他。”福禄培尔所说的尘世关系整体上的统一，其前提是：人不可僭越自然的

教育。也就是说，我们看待儿童，首先要尊重儿童的自然教育，然后在尘世关系

上去完整地统一地看待儿童，并还给儿童作为自己主人的身份。 

三、心理世界的基石 

防止身体的虚弱也是必要的，因为身体的虚弱必然产生并决定心理上

的娇嫩和脆弱。 

——福禄培尔 

前面讲过，身体是人的一种身份认证。但还不止这些，身体还是一个健全人

的基础。没有一个健全的身体，那么，我们必将面临着与众不同的生活。在儿童

教育当中，儿童身体的发展以及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从人的生理与心理这

一相对的概念来说也是如此。一般来说，人的生理上的健康是心理健康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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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古老的自然概念来解释就是，这是因为生理与心理是人身体的阴阳两

面。我们说，可见的身体属于阳性，而不可见的心理属于阴性。而阴阳这对自然

属性又是互补的。 

虽然，西方没有这种自然属性的概念来理解生理与心理，但福禄培尔以其西

方的经验证明：“防止身体的虚弱也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不仅关系到人的身

体，也会影响到人的心理。许多事例表明，有时候身体的虚弱会产生极大的心理

问题。事实上，这种事例会更多地发生在儿童身上。 

但阿德勒则告诉我们一个令西方人困扰不已的基本问题：“人们对‘到底是

心灵支配肉体，还是肉体控制心灵。’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对西方人来说，

认识心灵支配肉体还是肉体控制心灵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了解谁支配谁，是关系

到儿童教育的根本问题。假使说，认为肉体控制心灵的人，就会以肉体为基础来

完成儿童教育；反之，认为心灵支配肉体的人，就会以心灵为基础来完成儿童教

育。但事实上，心灵和肉体并非是从属性的关系，而是互补性的关系。 

既然如此，那儿童教育该怎么开始呢？我们说当然是从身体开始。这是因为

身体是最初可见的，而心理则会随着身体的成长而日渐重要。显然，儿童的生理

发育必将影响到儿童的心理。倘若儿童具有先天性的生理问题，那么同时会给儿

童的心理的发育带来实质性的变化。而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出现了生理问题，同

样也会给他们带来心理的困扰，甚至引发心理疾病。 

因此，大自然赐予我们身体，我们就要遵循自然规律，无限地去爱护这个身

体。而当成人面对儿童的身体及其生理上的发育时，同样要爱护大自然赐予我们

这种生命的延续。尤其是在婴幼儿时期，关注这一时期儿童的身体发展是儿童心

理发展的坚实基础。这是时刻提醒儿童监护人和教育职员懂得身体教育的基本常

识。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什么是儿童的生理健康呢？所谓的生理健康当然

是指儿童的身体发育是否符合人类成长的自然规律。人的成长当然摆脱不了自然

的律令。这种自然律令在孕育时期就已经开始。同样儿童的成长也同样遵循着自

然的律令。而儿童的最初身体发育就是指婴儿感官和四肢的活动；这种发育的最

初活动也是人的自然本性。 

福禄培尔说：“婴儿感官和四肢的活动是最初的萌芽，最初的身体活动，是

蓓蕾，是最初的求知欲。”福禄培尔认为婴儿的这种活动就是最初的生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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