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人的教育》看福禄培尔的语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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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福禄培尔在《人的教育》一书中，以统一、整体的哲学观，对人类语言的发生、发展进行了综合论述。 本文将秉承福
禄培尔的哲学观，融入个人理解，着重论述语言和宗教、自然的关系与语言的双重属性，及语言如何通过语言本身
体现其本质，并结合生活实践，谈谈如何对儿童进行语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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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很多哲学家都对语言的起源、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进
行过无数的思考和阐发。 在阅读《人的教育》时，发现在《人
的教育》中福禄培尔也对语言进行了一定篇幅的论述。 因此
本文追随着福禄培尔的脚步回到了 １９ 世纪的德国，体会学
前教育之父如何看待语言。
一、儿童生活的三支柱：语言、宗教和自然的关系
福禄培尔认为，宗教、自然、语言是人类生活，也是少年

儿童生活的三大支柱。 尽管这三者性质各异，却具有同一使
命，“使内部的，最内在的东西外化，使最外表的东西内化，并
把最内在的东西和最外表的东西两者之间自然的、原始的和
必然的一致和联系显示出来。”

（一）宗教。 宗教是指“把感知的精神自我，即人的精神，
与上帝根本统一的预感提高为明确的意识，并实现以这种意
识为基础的与上帝的一致，以及无论生活的境况如何，在与
上帝的这种一致中坚定不移地持续生活下去。” 宗教包含在
人的本质之中，与人是完全和谐统一的。 但人既是精神的存

在，也是肉体的存在，精神和肉体分离使得人们要完全认识
和理解宗教的本质是不易做到的。

（二）自然。 福禄培尔认为，一是认识自然与认识上帝是
一致的。 因为“一切存在的事物，只有通过扎根于其中的实
在（上帝），才有其存在的理由，才能维持”。 因此，“人，特别
是少年期的人，就应当在内心熟悉自然，不是按照自然的个
别细节和表现形式，而是按照在自然中活着的并支配着自然
的上帝精神，去熟悉自然。” 二是人与自然的发展规律是一
致的。 福禄培尔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同一和永恒的、一致的
存在中，人和自然的发展遵循同样的规律，只不过处于不同
的发展阶段。 孩子们通过自己内部心灵的眼睛能够想象到、
感觉到和看到周围自然的内在的东西。

（三）语言。 “语言是通过外化了的东西自动地向外说明
和表现自己内在的东西。”一是语言和自然是相互联系的。
语言是对人的内外世界的描摹，她表现生命本身和作为一个
整体的生命。 作为自然现象的人包含着自然的本质，人们运

数学中定理很多，许多定理都是以人名命名，教师可以在课
堂上呈现这些数学家的事迹，特别是具有励志性的事例，使
学生感受数学家的励志故事，充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数学
思想是一种高度凝练，让学生感受思想到底具有什么作用，
如在定积分学习中，让大家感受分合的思想。 数学教学涉及
的面很多，从简单的知识讲解，提升到技能，再到训练，再提
升到思想都是数学素养的内容，从看简单的图像到欣赏美，
这是一种升华，更能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

（四）分级教学下分模块教学的效果。 经过多年的实践
证明，该模式有效地解决了高等数学课堂教学问题，有利于
因材施教，优化了师资配置，有效提高了教学效率，为学生终
身教育打下数学基础，提升了学生的数学素养。 以山东商务
职业学院 2０１５年成绩为例，采用了同一份试题，从平均成绩
比较夏季统招生的高级班学生比其他学生平均成绩高 ８ 分
左右；从个人成绩看，非统招生班级也有 ９０ 分以上的学生，
只不过是比例比夏季统招生班级比例低一些，非夏季统招生
班级成绩多集中于 7５ 分左右，而夏季统招生班级成绩集中
在 ８３分左右；从信息化实训情况看，单招生班级实践能力反

而较强，成绩多集中在 ８８分左右，统招班级实践能力相对弱
一些，成绩多集中在 ８３分左右，即实践能力反而是单招生班
级更胜一筹。 此外，数学实训在某些专业能够与专业结合，
促进了专业发展。

三、结语
分级分模块的高等数学教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

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我们也要不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更好地为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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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言表现人的本质必然也表现着自然的本质。 二是语言、
宗教和自然具有同一个存在的基础和本源，即上帝。 因此，
正如语言是人和自然的表现，因而是上帝精神的表现一样，
关于自然和人的知识来源于语言，因而上帝的启示也来源于
语言。
福禄培尔在对语言、宗教、自然关系的论证中，处处体现

出他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的色彩。 宗教———认识上帝精神，
把握统一性。 有时福禄培尔将宗教等同于“思维”（当时或许
还未出现“思维”一词），把宗教看作是人的行动指南、最高纲
领；有时又将上帝精神表现为凌驾于人的思维之上的“宗
教”，所有能思维的人都要追求“宗教”的精神，福禄培尔没有
言明这种“宗教”的具体涵义，或许它是指好的、向善的东西
或精神，体现在自然和人的精神中，但却是抽象和高度凝结
的。 自然———通过观察和学习，寻求多样性，包括物质和力。
语言———探究多样性的表现形式。 宗教体现上帝精神的存
在，自然表现力的本质（物的存在，物也是扎根于上帝精神
的），语言是宗教和自然的联系，将内在的上帝精神表现出
来。 福禄贝尔将“宗教”拔高到了实现上帝精神、与上帝精神
同在的地位，有时“宗教”更多的是指一种思维模式，是思维
的另一种说法；有时“宗教”又成了上帝精神的载体，是思维
外化的、具体的东西，向善的人能感知和触摸到。
二、语言的双重属性
“语言究竟是纯粹精神产物呢还是自然的模仿？”福禄培

尔抛给我们这样一个疑问，同时也用他一贯的哲学观解释了
这个问题，“从自然观察的角度来看，语言本身是上升为生命
的力的表现；从研究人类的观点来看，语言本身是处于自觉
过程中的人类精神的表现。”福禄培尔告诉我们，语言既有自
然的特征也有人类精神的特征，我们认为他这里的人类精神
实质上是暗指上帝的精神。 因此，“语言必然存在于人的本
质之中，受人的本质所制约，与人的本质统一不分，”同时它
也具有数学和物理的特点，“因此，语言也必然以单词为基本
要素，不仅能表现自然的一般的基本关系和基本性质，还能
表现精神的作用和状态。”
从福禄培尔的论述中，不难发现他的“自然”即是一个客

观的世界，然而他却不承认“客观存在即能感知到的”，因而
他从自然中区分出物质和力，提出“力”使物质具有多样性。
那么福禄培尔所认为的语言不是来自客观世界，不是来自人
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而是来自受上帝精神支配的人的精神在
探求统一的上帝精神的过程产生出来的一种手段或是必然

的附属物。 语言既具有精神的属性，也具有自然的属性。
三、语言通过本身表现本质：语言的构词法和行动法则
语言如何通过语言本身表现其上帝的本质？ 福禄培尔

认为“在我们的母语中，在单词的诸要素（元音、半元音、辅音
和他们的符号字母及其各种连缀法）中表现了十分明确的、
稳固的、肯定的、由内在的必然性决定的数学的、物理的、生
理和心理的法则。”
受上帝精神支配的语言即使是丰富多样的，即使不同的

人对语言的使用和领会程度不同，语言却仍以其独特的方式
表现出统一性和一致性———构词法和行动法则（韵律），这是
受上帝精神支配的，不变的、永恒的。 福禄培尔用了大量篇

幅例证了德语中构词的美妙之处，并指出不仅在德语的标准
语中，甚至是方言和其他语言中，都能找到这种一贯的、不变
的，具有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法则。

四、如何进行语言教育
福禄培尔从整体的、一贯而下的法则出发，论证语言的

重要性。 同时也用生动的例子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学龄儿童
的语言教育。

（一）理解语言规则。 福禄培尔说，“知道语言统一性是
十分重要的事实⋯⋯过去和现在的问题在于让儿童及早开
始注意这些语言规则，以便他们依靠自己未被扰乱的心很快
地去发现比这里所提示过的更多的东西。”正如他在文中描
述的那样，他认为词的构成，字母与字母的组合，如 ｆｌ，ｆｒ都有
其本身规律。 他还将一些词进行了分类，证明德语中确实存
在的语言规则。 掌握一定的语言规则有助于儿童认识更多
的字。

（二）重视语言的韵律。 “使我们有可能对语言的本质进
行观察的许多事物中，特别需要加以注意的是语言的运动法
则（规律），既表现在个别单词的各个部分，也表现在多个单
词的结合之中。”“语言的运动法则，即语言的一般的生命表
现，原来是与语言本身完全一体的，因此，作为内部和外部活
生生的生命表现的一切最初的语言表现，必然地也是合乎规
律的语言运动中的表现和整体运动中的表现。”语言是有韵
律的，像诗一样美，一样流畅，而儿童是能够体会语言中的这
种韵律的。 让学龄儿童接触充满感情、富有韵律的语言，有
利于儿童社会情感的发展。

（三）激发书写和阅读的需要。 福禄培尔论证了书写和
阅读产生的必要性，“人们内在的精神再也容纳不下它的丰
富性”，这里内在的精神更多的是指人的思维、记忆。 “父母
和教育者注意尽可能使自己的孩子和学生的内部生活丰富

起来，不仅指内部生活的多样性，而指内部生活的内在意义
和活力。 如果文字和书写方法的学习不同一定的内部需要
结合起来，那么母语便是一种死的、陌生的东西。”内部的需
要源于儿童使用的需要，儿童有与他人交往、理解周围事物、
抒发情感和传递想法的需要，即使他们最初的书写仅仅是涂
鸦，或许是一些重复的线条，正是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上，儿童
开始学习并使用象形文字、拼音文字，概念文字。 福禄培尔
反复强调书写和阅读是很重要的技能，教育者在教授这些技
能的时候，一定激发起儿童处于内在需要的兴趣。

人们在评价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时，总会提到他的宗教
神秘性。 如果以福禄培尔所处的时代来看，他的教育理论无
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著作中所表现出的主观唯心主义，
除了福禄培尔本身的哲学信仰以外，这也是受到了当时心理
学、生理学发展不足的限制。 福禄培尔的思想体系是完整、
系统的，与其说他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他整体的哲学思想，不
如说为了清楚地阐明问题，他借助其哲学思想，将一些尚未
探明的心理学、生理学概念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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