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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禄培尔对卢梭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王晗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西·桂林54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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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卢梭和福禄培尔在西方教育史上是很有影响$

§的人物，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和卢梭的教育思想在顺应-{

雾，儿童的天性，教学方法要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进行教育锈

g阶段性上的划分是一脉相承的，都对儿童教育事业的发l

≥展有重大贡献。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深受卢梭的影响，磋

爹在继承声援教育思想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形成了他自己l

荔的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具有开创性意义。 ：琶

参关键词卢梭福禄培尔儿童天性发展阶段性 ，舞

象中图分类号：G6l 文献标识码：A 缓

卢梭和福禄培尔在西方教育史上是很有影响的人物。福

禄培尔的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活动深受卢梭的影响。有了卢

梭的教育思想，使他在学前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上有了更明

确的方向并得以继承和发展，卢梭使福禄培尔意识到了教育

要遵循儿童的天性，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学前教育理

论，并通过长期的教育实践，建立了一套幼儿园教育体系，创

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并被誉为“幼儿教育之父”他的学

前教育理论及其杰出的实践活动，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后来

的学前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1教育与儿童的天性

卢梭提出了三种教育“我们或是受之于自然，或是受之于

人，或是受之于物，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发展，是自然的

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影

响我们的事物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d’所谓的自然

教育就是以发展儿童的“内在自然”或“天性”为中心的教育，

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都应以追随儿童的“内在自然”。因

此教育必须以儿童的内在自然为依据，使儿童的身心得以顺

利的发展。o遵循儿童天性的教育要以儿童为中心，把儿童看

作教育的主体，把儿童真正地当作儿童看待，尊重儿童，这种

儿童观念的变化对学前教育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卢

梭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后来教育家

教育思想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福禄培尔从小就沉迷于大自然。他在接触了卢梭的教育

思想后，继承并发展了他的教育要遵循儿童天性的思想。他

把教育要顺应自然作为最主要的教育原则，遵循儿童的天性。

福禄培尔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教育要遵循儿童的天性，儿

童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教育、教学和训练在根本原

则上必须是被动的、顺应的，而不是命令的、绝对的、干涉的”

必须“适应他的情景、他的性向和能力等”否则“足以起毁灭、

阻挠和破坏的作用”。o正如福禄培尔说：“葡萄藤确实应当修

剪·但修剪本身并不会给葡萄藤带来葡萄；相反地，不管出自

多么良好的意图，如果园丁在工作中不是十分耐心地，小心地

顺应植物本性的话，葡萄藤由于修剪而被彻底毁灭。至少他的

肥力和结果能力被破坏。”回“只有对人和人的本性的彻底的、

充足的、透彻的认识、根据这种认识，加以勤恳的探索，自然地

得出有关养护和教育人所必须的其他一切知识以后⋯⋯才能

使真正的教育开花结实”@从中可以看出，卢梭的教育思想对

福禄培尔有很大的影响，福禄培尔在继承卢梭教育思想的基

础上又发展了他的思想。福禄培尔发挥了卢梭的教育思想，

他以卢梭的教育思想为指导，专注于幼儿教育理论和教育实

践研究，创立了幼儿园及其教育体系。他为幼儿教育设计和制

作了教学用具和材料，形成了一套近代幼儿教育理论体系，使

学前教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世纪的下半期，福禄培尔

幼儿园及其学前教育理论在欧美各国深受欢迎，对幼儿教育

事业的发展贡献巨大。

2教育与人的发展阶段性

卢梭从尊重儿童的天性，顺应自然的思想出发，认为教学

方法要顺应儿童的身心成长规律，人的发展要遵循内在的发

展．教育要根据儿童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心理特点要有不

同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不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教育，结果往往

事与愿违，不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反而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

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既不丰

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

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

感情的。如果想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

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旧卢梭根据人的自然

发展的进程，根据不同年龄时期人的生理、心理发展的特点，

把教育划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婴儿期(从出生到2岁)这

一时期教育的重点是儿童身体的发育以及儿童心灵的自然发

展：第二阶段儿童期(2岁到12岁)这一时期儿童处于理智的

睡眠期，应对儿童进行消极教育，教育的重点在于训练儿童的

感官：第三阶段少年期(12岁到15岁)这一时期儿童的理性开

始觉醒，儿童具备了感知、判断和观察事物的能力，教育的任

务主要以发展能力和学习各种文化知识为主：第四阶段青年

期(15岁至20岁)这一时期儿童的性情发生巨大的变化，萌发

了情欲的意识，同时也开始意识到了社会关系的存在。针对

青年期的特点，这一时期教育的主要任务对儿童进行道德教

育、宗教教育和性教育。在教学方法上教育要依据儿童的年

龄特征，卢梭指出教育应根据儿童某一年龄的身心发展水平

而划分出不同的阶段，阶段的先后顺序是固定不变。不同的

年龄阶段其教育内容不同，儿童的发展具有其阶段性，对后世

的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

福禄培尔认为人的发展是一种永久不断地成长着、发展

着的，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不断地前进，(下转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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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引导学生进入数学情境，也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如：学

习“5的乘法I：21诀”时，我借助一只手有5个手指头这一客观存

在的事实，通过思考：1只手有5个手指头，2只手有10个手

指头，3只手有()个手指头，4只手有()个手指头，5只手有

()个手指头来帮助聋哑学生学习、记住“5的乘法口诀”。再

运用IEI诀计算时。我设计了“一个小组5个人，4个小组多少

人?”的问题，有的聋哑学生很快算出来了，有的则在想吃饭

时的情景，一会儿也做出来了。

聋哑学生由于自己身体的原因，他们的生活经历、生活环

境是极为有限的、简单的，他们的生活经验更是非常贫乏的，这

就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适时的给他们创设生活情景，有意地让

聋哑学生进行实践和体验。比如：教学“元、角、分的认识”这一

内容后，我创设“商店购物”这一教学情景，把教室布置成一个

简易商品店，摆出聋哑学生平时爱吃的水果、零食、小饰品和文

化用品，标上价格。如“书包3l元，只、文具盒8元7角／个、铅

笔l角／支、墨水I元5角⋯⋯；苹果5角／个，香蕉8角／只，桔

子4角／个⋯⋯；小镜子2元7角、梳子l元8角、香水7元5

角⋯⋯”等等。并且每个聋哑学生的手中都有一份换好的零

钱，让同学们轮流扮演营业员和顾客，买你最想买的一件商品。

此时，学生的学习欲望大增，兴趣高涨。在购物的过程中井然

有趣，即巩固了人民币的换算，同时又在找补钱的过程中运用

了数的计算。在聋哑学生对钱的数目有了感性认识之后，教师

问：“老师给你40元钱，你最多可以买哪几样东西?”

4联系山区聋哑学生的生活实际整合、处理教材

新课改后使用的教材，十分注意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但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南北、城乡、沿海和内地的聋哑学生的生

活情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就需要我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

根据当地的社会生活环境、聋哑学生的认知水平等多种因素

对教材进行取舍、补充。如：教学“4的乘法口诀”时，教材配图

是“4个小朋友坐过山车”。“过山车”对于我们贫困山区的聋

哑儿童是十分陌生的，我便改成“4个小朋友坐在小饭桌前吃

饭”，这样更有利于聋哑学生在学习“4的乘法口诀”时。在短时

间内记住、掌握“4的乘法口诀”；当他们做作业遇到困难时，

通过回忆学习过程中老师教给的方法，脑中再现生活中的情

景，呈现知识再现，有效的运用所学知识，完成教学任务。

5数学知识与聋哑学生的日常生活习惯的培养相结合

把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巧妙地迁移到聋哑学生的日常生

活中．对聋哑学生的生活起示范作用。例如：学习了“时、分、

秒”的认识时，结合教学插图，让聋哑学生知道小学生一天的

正确作息时间，再联系我校规定的作息时间：早上6：30起床

6：40洗脸刷牙7：00整理内务、打扫卫生7：30早餐8：30上

课：12：oo午饭12：30午觉15：00上课16：30课外活动19：

oo看电视2l：00就寝。我让学生记录自己每天的什么时间，

在做什么。然后算出每天吃饭、睡觉、上课、做作业、活动等各

用去的时间，并且要自我评价时间的安排是否合理。这样，学

生不仅学会了“时、分、秒”的知识，而且还把这一知识运用到

生活中，学会了合理安排时间。同时与生活管理老师合作，依

靠班级的“小助手”在班上开展良好作息习惯的评比，促进聋

哑学生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行为习惯。

多年的数学教学实践使笔者深切地体会到：人们日常生

活中处处有数学，只有让聋哑学生体会到数学知识的有用，才

会激发他们对数学的学习兴趣。数学教学，尤其是聋哑学校

的低年级数学教学，要紧密联系聋哑学生的生活实际，让他们

在熟悉的生活情景感觉、认知的气氛中想学、乐学、会学，使聋

哑学生感受到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数学知识的世界，

从而更加热爱生活，热爱数学．

(上接第254页)并特别强调发展的连续性。他继承了卢梭的

人的发展阶段性的教育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发展论，并论证了

儿童发展阶段性和连续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人的教育》

中写道：“人的发展应该看作是从一点出发继续不断地前进。

这种继续前进的情况是很明显的。并在任何时候都要加以保

护的。”o福禄培尔认为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只是

这种划分是相对的，不是没有变化的，更不能盲目地以儿童年

龄为根据。而应以儿童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为依据。福

禄培尔把儿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婴儿期，这一时期教育

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婴儿的感官：第二阶段幼儿期，这一时期教

育的重点由身体的保育向儿童智力的培育转变：第三个阶段

少年期教育的任务主要是让儿童认识和了解事物与事物之间

的内在联系，把握事物的本质。福禄培尔继承了卢梭的儿童

发展阶段性思想，但他没有孤立地看待儿童发展的阶段性。他

认为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他又发

展了卢梭教育思想。强调了儿童发展的连续性。在‘人的教育)

中，福禄培尔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必须考虑各个发展阶段之间

的关系和内在联系，应当注意：后一阶段的发展是以前各个阶

段充分发展的积累和延续，前一阶段的充分发展是后一阶段

发展的基础，每一阶段的儿童的各个方面必须予以充分的协

调的发展，决不可忽略，也不可逾越。否则会造成以后发展的

障碍或不可弥补的缺陷。’’。

3结语

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和卢梭的教育思想在顺应儿童的天

性，教学方法要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进行教育阶段性上的划

分是一脉相承的，都对儿童教育事业的发展有重大贡献。福

禄培尔的教育思想深受卢梭的影响，在继承卢梭教育思想的

同时又有所发展，形成了他自己的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特别

是他倡导的幼儿园运动，使他获得世界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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