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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卢梭的性善论以自然哲学观为基础。卢梭认为，人本性善良，但在后天的发展中受不良影响使其扭

曲。根据人性发展的两个阶段的特点，卢梭提出了他的关于自然教育的思想。卢梭的教育理念是对人性异化的矫

正和人，ff--岩C展理想之道的设计。卢梭的性善论及其人性发展的阶段论在教育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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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mu)(1772～1778)是
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是18世

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和肩蒙运动的最卓越的代表人物

之一。他的性善论和自然教育的思想，为生物学研究及其

与教育发展的关系之滥觞。他第一次把儿奄提到教育中一tL,

的地位，其思想后来成为儿童中心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他

也成为现代儿童观之始祖。卢梭的人性发展论和自然教育

论对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一直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一、卢梭的以自然哲学观为基础的性善论

卢梭的人性论以其自然哲学观为基础。他认为，人生

来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自然状态之下，人人都享受着这一

天赋的权利．只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才出现厂人与人

之间的不平等、特权和奴役等现象，从而使人失掉了人的本

性。人的自然本性是善良的，人类，毛而具有自由、理性和良

心等禀赋。自由、理性和良心构成了人的善良的天性。人

人天性善良，冈此人在天性l-．是平等的。

。人性”主题贯穿于卢梭思想的全部，进而贯穿在他的

各个方面的主张之中。卢梭的关于人性的论述，主要见于

他的《沦科学与艺术》(1749)、《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幕础》

(1755)、《新爱洛漪丝》(1761)、《社会契约论》(1762)，《爱弥

儿》(1762)等著作中。他的关于人性发展阶段的主张，则主

要体现在其《爱弥儿》的儿童发展四时期论与《论人类不平

等的起源‘j摹础》的人类发展历程的思想中。

卢梭始终峰持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这一信念。卢梭存其

《爱弥儿》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

是好的，而一到人的手里，就伞变坏丫。”【-Js卢梭认为．人的

天性都足善的，人人都具有善良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通

过学习而获得的，而是与生俱来、内在于人的天性之中的。

在人的天性中人并不存在什么过失．人类的种种错误和罪

恶不是由其天性所导致的．而是后天不良影响的结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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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人人秉有善良的天性，若能顺从天性的发展，人类就

可以进入黄金时代”【2姗。

卢梭认为，人与生俱来的“情感”是其人性发展的基础。

人的善之本性以其“情感”为基础，它由“自爱心”演发而来，

善是“自爱心”的必然结果，“自由”、“理智”及“良心”都是人

性中天赋的本质，它们当中良心的价值高于理性。“理性”

可使人认识到“善”与“恶”，而“良心”则进一步地使人“趋善

避恶”。透过“情感”，人类得以认识事物并评价观念，透过

情感的活动，人类的理性才能够趋于完善。总之，人的自

由、理性和良心互相补足，才能回归人的天性之善。

卢梭充分强调了人类发展的自主性和“自我完善的能

力”。他认为，人类是一种天然有缺陷的动物，但与别的动

物相比，人类却具有其自我完善的能力。有无自我完善的

能力是区分人与禽兽的显明的特质。借助于环境的影响，

可持续小断地促进人类其他能力的发展【3旧。这种能力不

仅提升了人类的理性，使人类迈向幸福之路，同时也使人类

走向罪恶之途，使人类脱离了安宁、淳朴的原始状态，“使人

类显示出他的锣能和谬误、邪恶和美德，最终使人类成为自

己和自然界的暴君”-3J84。卢梭说道：“实际上，有些人完善

化或者变坏了，他们获得了一些原来不属于他们的好的或

坏的东西．其他人则长期停留在自己的原始状态，这就是人

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起源。”L3j63由此可以看出人性的两面

性与复杂性。

二、卢梭的关于人性发展途径的论述及其理论来源

卢梭在其自然哲学和性善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自然

法思想和牛物进化学说讨论了人性发展的路径『口】题。

卢梭桂I信．人类在其成长历程中具有普遍共通的特质，

这即所谓的“人性”，人类在其发展历程中需遵循人性法则。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一书中，卢梭以“理性”作

为分界线把这个历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状

态”与“黄金时期”，第二阶段为“社会时期”。在《爱弥儿》一

书中，卢梭则将人类发展J万程分为“婴儿时期”、“儿童时

期”、“少年时期”与“青年时期”。卢梭的“人性法则”的主要

内容为：1)人类在其发展历程中应先后遵循“自然法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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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法则”。在人的个体的发展中，婴儿与儿童时期以发

展“情感”为主，少年时期与青年时期则以发展“理性”为主。

2)在自然状态之下。人性本质足善的，人性以其“情感”为基

础，遵循着“自然法则”；进入“黄金时期”之后，其“情感”本

质产生质变，即其原始情感逐步分化为复杂的情感要素。3)

过渡至雏型社会时期，人类的理性开始活跃，这时遵循“社

会法则”人性才不至于堕落。但是，人类从其“自然状态”过

渡至“文明时期”之后，社会中的人为规则取代了自然规则，

需要、偏见、权威以及社会制度扼杀了人的天性，从而就导

致了人性的扭曲，使人类走向了堕落的深渊。

卢梭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和《爱弥JL)中

对于人性的基本假定已体现了他的“复演论”思想的萌

芽【4J345，这种思想显然受到当时的自然法理论、社会契约思

想及生物进化观点的影响。文化复演派是近代西方主张

“文化复演”的一个流派。文化复演派以赫尔巴特尤其是以

其弟子戚勒(7,11let．T，1817--1882)等人为其代表人物。文化

复演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个体的发展复演着人类发展的

进程，每一代人为了使自己时代的文化达到成熟．都要重复

人类文化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卢梭认为．人的个体的发

。展如同社会文化的发展一样，也经历r一个由野蛮到半开

化再到文明阶段的历程。可见，《爱弥儿》一书实际上是“文

化复演说”的先声，它论述了个体发展重演着人类社会发展

的历程。下面，笔者对卢梭的关于人的发展各个阶段中的

人性特征加以简要说明。

1．人本性善良的自然法则阶段

(1)婴儿期(卜2岁)。婴儿时期对应着人类发展历程
中的“自然状态时期”。这一时期人的人性的特点是：1)人的

所有欲念和基本需求的产生，均以“自我保存”为目的。2)人

的情感主要来自于自我满足的需求，进而产生“快乐”与“痛

苦”的情感。3)人享有着天赋的自由，人生来就具有不受束

缚的天性。在行为方式上，属于“自然状态”的原始人类与

人的个体发展的“婴儿时期”一样，同样表现出关心自我保

存与身体动作的自然发展以及表达能力的发展等行为。

(2)幼儿期(2-12岁)。这一时期对应着人类发展历程

中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人的人性的特点是：1)个体在儿

童时期产生了“贪食心”，但一遇到其他欲念，其。贪食心”便

随即消失。2)在情感的发展七，个体的纯粹情感产生了质与

量的变化，即逐渐分化为多种复杂的情感，或者说其情感也

有了某种程度的质变，即不仅有r最温柔的情感“爱”，同时

亦衍生出“愤怒”、“嫉妒”及“偏爱”等情感。3)黄金时期的人

类同样也关怀“自我保存”，即为求生存求安全，他会抵御并

诱捕野兽。这时人的“理性”仍处于睡眠状态，但其“情感”

则呈现出活跃状态并在发展。在行为方式上，这时个体感

官的发展对应着黄金时期的人类，所以生活技巧开始多样

化。由于人类具备着“自我完善化的能力”，人在不断地使

用着人的感官，因此人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儿童时期”与

。黄金时期”是个体发展历程中最幸福的时期。在儿童时

期，儿童探索世界的心灵是自由的；在黄金时期，人性的分

化尚未受到不当外力腐化的影响．因而是人的生存的最幸

福状态。

2．人性转变的社会法则阶段

(1)少年时期(12一15岁)。。少年时期”对应着人类发展

历程中的“初期社会”阶段。在《论人类小平等的起源与基础》

中，卢梭认为，人类的发展脱离了其最幸福的“黄金时期”之后

便开始进人初期的雏形社会时期。这时，变迁着的生活环境

迫使人类须遵循“社会法则”，但由于此时人性发展仍遵循着

“自然法则”，并且人类还未意识到卜述两种力量斗争的状况，

所以人性发展便逐渐地坠入了堕落的深渊。然而，卢梭笔下

的爱弥儿这时仍遵循着“自然法则”，所以最终能迈向完善的

人生的终极目标。由此可见，在“少年时期”，《论人类不平等

的起源与基础》中人类的现实生活型态与《爱弥JL)的理想之

路不同，两者中唯一相同的一点是，人类的“理性”都从此开始

发展，但此后的发展道路则是不同的。

(2)青年期(15岁至成人)。在这一时期，自然的进程缓

慢，人的心智趋于细致，性情逐渐形成。到青年时期之后，

人性发展的雏型基本完备。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

础》中，人性的发展是一条被文明和社会不良风气影响所扭

曲的路；而在《爱弥儿》中，人性则依照渐进的次序，以“情

感”来完成“理性”的发展。所以培养出了健全的人格，达到

了“有德行之人”的境界，最终建立了一个良善的社会型态。

这就是卢梭所构建的人性发展的蓝图。卢梭在挽救逐步堕

落的人性，在使个体的人性发展不再重蹈人类发展之覆辙，

其基本点是依靠自然教育的力量，是以此来对抗造成人性

负面发展的社会罪恶，从而培养健全完善的个体。《爱弥

儿》的理念就是卢梭对人性发展变化之路的矫正，是他对理

想之路的一种设计。

三、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

卢梭的自然哲学观及其性善论为其自然教育思想奠定

了理论基础。卢梭认为，“教育”有“自然”、“人为”及“事物”

三个来源。依照人类能够加以控制与决定的程度来区分，

这三个来源依序为“人为的教育”、“事物的教育”及“自然的

教育”。受之于自然的教育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

利用这项发展是人为的教育。而对于从影响我们的事物那

里所获取的经验则是事物的教育。在这三种不同的教育

中，自然的教育完全不能由我们来决定，事物的教育只能在

某些方面由我们来决定，人为的教育则是唯一我们能真正

加以控制的。教育的着力点在于使这三种教育能相互配

合．从而使之接近顺从“自然法则”的目标【3j7。卢梭的自然

教育的主张为：

1．遵循人之天性

卢梭所主张的“自然”首先是指人类的“天性”，即尚未

受偏见扭曲的人的纯净的品质，保持这种天性需要有教育

的力量。在遵从“人性法则”时，还需要凭借“教育”的协助

以加速人的“原始之性”向“善性”的发展，任何人只要在这

方面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就不至于欠缺与之相称的品

格‘“D。卢梭认为，个体的发展如同人类的文化演迸过程一

样是缓慢而有秩序的，不能一蹴而就．社会的问题即在于社

会压缩甚至是省略掉了人的“情感”的发展，直接培养了个

体的“理性”本质，因f『ii形成了残缺的人性。人类遵循上天

赋予的原始人性而循序发展，顺乎“自然”的程序，同时运用

人与事物的教育加以辅助，如同自然的教育一样。卢梭说：

。我们生来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我们生来是一无

所有的，所以需要帮助；我们生来是愚昧的，所以需要判断

的能力。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

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全部需由教育赐f我们。”[】]7卢梭主张．

唯有使“人为的教育”与“事物的教育”顺应原始的人性而发

展，不去加以干预，使三种教育相互协调与融合，人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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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才能得以发展，人最终才能发展成一个完善的个体。

2．顺应自然的法则

卢梭所主张的“自然”的第二种含义是应“顺应自然法

则”，即“遵循宇宙长久不变的运行规则”。他认为，“人类有

了智慧也可能因心地不正而误用智慧；处处为自己考虑，以

致损人肥己和损公利私；幸而人类还秉有良心，良心是一种

叫人爱护正义、扶危济困的纯粹的自然感情”【2j舯11。卢梭

以为，顺应“自然法则”的生活是遵从宇宙理性法则的生活，

服从“良心”即顺乎自然。青年人步入歧途，不是由于他们

的体质不好或感官发育不良，而是由于他们的“偏见”。处

于好奇心旺盛阶段的青年。最容易学习与模仿周遭的人群，

因此青年人受其影响就会相当深远。卢梭在其《论科学与

艺术》的著作中写道，“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

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善而越发腐败的”，它们“玷污了我们

趣味的纯洁性”，“损害了人类的战斗品质，且更为严重地损

害了人类的道德品质”。“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并没有给我们

真正的福祉中增加任何东西．相反，它败坏了我们人类的风

尚”b
Jlk

35。他认为，教育旨在培养人类源于自然的善性，在

于祛除人性中受社会文明所污染的恶习，如此之后，才能使

人真正成为一个人。

卢梭所主张的遵从人之天性和顺应自然法则的思想体

现在其消极的教育主张之中。卢梭认为．“最初几年的教育

应当纯粹是消极的。不在于教孩子道德和真理，而在于防

止他的心沾染罪恶、他的思想产生谬见”⋯％。他认为，社会

是人为的产物，是契约缔结的结果，所以应该对个体的发展

采取一种预防式的教育，从而抵抗社会毒害。从而调和自然

和社会。因此，卢梭坚持“回归自然”。认为不能按照成规来

管教孩子。要放任无为才能达到有为。

卢梭认为，“自然法则”是使人成长的基础，“自然”本身

即能发挥教育的功能。学生是t动的探索者，是不受外力

干扰的，学生应该依照自然法则去成长与发展。学生若依

照自然规律『『ii成长，人的发展就能顺利；学生若违反“自然”

规律，则必然会受到“自然惩罚”的教育．以让其能产生自

觉。卢梭认为，“揠苗助长”是扰乱人类自然发展秩序的原

因之一，过早或过晚地迈向下一个阶段，皆对人类成长不

利。他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象儿童的样

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

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91他认为，父母在对孩子的高度

的期望之下。企图改变自然，以“人为干预”的方式进行教

育，这种做法扰乱了人类生存的既定规则，其中潜藏着重要

的危机。

四、卢梭的适应人性发展的教育阶段论

卢梭对人性的摹本假定，体现了他的教育要顺应儿童

年龄特征的观点。卢梭在其《爱弥JL)中反复强调：“对待儿

童应因其年龄之不同而不同，从最初就要把他放在应处的

地位上，并且要保持他在这个位置上。”⋯55卢梭的关于自然

教育的分期和他对各个时期的教育内容的确定都足以人的

自然发展的进程为根据的，鄙是以不『司年龄时期人的生理

心理发展的特点为根据的。卢梭将教育划分为四个时期、

两个阶段。在《爱弥JL)中，卢梭逐一论述了每个时期儿童

的身心特征及其教育重点。

1．消极教育阶段

婴儿期和幼儿期属于消极教育阶段。“消极教育”要求

人们必须按自然规律行事，必须“等待”婴儿和幼儿的身体

和心理能力充分发展起来后才能进行相关教育。消极教育

阶段包括婴儿期和幼儿期。卢梭认为，教育是同生命一起

开始的，因而教育应始于婴儿期。在这一时期，教育的主要

内容是体育教育，其任务在于使婴儿获得自然的发展，解除

身体上的桎梏，锻炼他们的体格，促进他们的身体健康。这

一时期应通过合理的饮食、衣着、睡眠和游戏以养成婴儿健

康的体魄，为他们一生的幸福打下基础。这一时期的教育

要注意应顺应人的生命发展阶段的需要，使能力与欲望维

持平衡，避免因自爱欲念而产生不当转变。

卢梭称幼儿期为“理智睡眠期”。卢梭认为，这～时期

的儿童仪有感觉印象而没有观念，因而不能真正地判断和

记忆，他们的知识全属于感觉领域，并未入于理解的范围，

“理性”尚处于睡眠状态。这一阶段，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感

觉教育．主要任务是训练儿童的感官，以使其能充分利用感

官和四肢去获得丰富的知识，锻炼“感性理解力”。在这一

时期，要将自由之心融人于游戏之中，要强调独立思考和独

立判断，避免进行知识的灌输。

2．全面教育阶段

个体发展至少年时期．其“理性”开始活跃，所以就进入

全面教育阶段。到青年时期，个体的“理性”持续发展，这时

需要有“情感”的滋润，以使其理性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全面”是相对于“消极”而言的，教育的内容应包括美(情

感)、智、劳、德、性等。“全面教育阶段”包括“少年时期”与

“青年时期”。

卢梭认为，在少年时期，由于少年已经受到了良好的体

育和感觉教育，冈此已经具备了对其进行智育和劳动教育

的条件。但是，智育的任务不在于传授系统的科学知识，而

在于发展他们获得知识的能力，在于激发他们对所学知识

的兴趣和热情。在这一时期，还要注意少年的身体锻炼与

脑力发展的相互协调。以扩展他们的生命欲望。对他们的

判断力的培养必须以情感为基础。“理智理解力”之发展是

以“感性理解力”为基础的，所以不能让他们学习一切东西。

卢梭所设想的全面教育的科目，主要包括以知识教育为主

的少年期应学习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以道德教育为主的人

的青春期应当学习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

卢梭认为，在青年时期，主要是对青年进行道德教育和

适当的性教育。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各种善行练

习，比如通过道德的实践来培养青年的善良的情感、正确的

判断能力和坚强的意志，使之能藉由“意志”而迈向“有德行

之人”的行列。在这一时期，由于青年人处于激动和热情阶

段，因此要引导他们以“欲念”来控制欲念；要对他们的“狂

飙性情”加以适度的引导，以使其理性能进一步发展；要用

道德的力量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加以调节，指导他们处理

好人与人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卢梭认为，教育若能顺应上述两阶段的要求而行。就能

使受教育者获得相对应的正向的人性；倘若发展过程中有

任何不当的外力介入，则其人性就易趋于腐化败坏，终致其

偏离幸福之路。

五、卢梭人性论的现实教育意义

对人性的看法，历史上就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由此也

决定了两种对立的教育方法。以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人

论思想是人性恶的理论，基督教的原罪说就是一种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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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恶论。欧洲思想家奥古斯丁、马基雅弗利、霍布士、叔本

华等，都持性恶的观点。他们认为，人天生就是恶的．人性

是不完满的，人性中必具有任性、贪婪、妒忌、懒惰等倾向。

他们期望通过外塑型的强制性的教育手段，以扼杀罪恶的

苗头，进行心灵的净化，从而使之能养成善良的品格和理想

化的人性。

卢梭的“性善论”在历史上有其积极的意义。性善论者

基于人性的善，提出了“内展说”的教育观，认为人天生就具

有向上的积极因素，具有善良的本性。因此，教育要根据人

的善良的天性，顺其自然而实施之，要尊重和信任儿童，以

使他们的天性能得到自然的发展。不然，若把儿童象基督

教那样视为先天的罪犯，则必然会诉之严酷的惩戒，必然会

迫使受教育者盲目地顺从，这与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和人

权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变抑制天性的教育为尊重天

性的教育，是教育上的一个巨大的变革，在这个历史转折点

上，卢梭是关键性的人物。康德曾高度评价卢梭是另一个

牛顿。牛顿发现了外在于人的自然科学的定律．卢梭则完

成了人的内在宇宙的科学发现；牛顿揭示了外在世界的秩

序与规律，卢梭则发现了人的内在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所以认为把

人性定位于其自然属性，或者定位于其情感、理智、意志和

性欲等都是偏颇的。“虽然在今天看来人性的善恶问题已

经不成其为问题”№J8，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历史上思想家们提

出的人性善恶的问题就没有它应有的意义。卢梭的人性论

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局限性，相应的其教育理沦亦有其

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他的人性发展路径和教育阶段论还是

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反思的课题。就当前中国的教育而

言，卢梭的性善论及其人性发展两阶段论在教育上仍具有

积极的意义。当然，它的意义并非在它的某些具体的理论

主张上，而在于其理论背后所体现出的教育原理、教育原

则、教育态度与教育方法方面。

1．教育是使人向善的途径

现代社会的道德沦丧和价值扭曲，反映的是人的本性

中的善良已被严重浸染和腐蚀而造成的一种结果。早在启

蒙时期，卢梭就天才地预见并揭示了社会及科学的发展对

人性的摧残，同时提出了他的人性复归的教育主张。对社

会的文明进步和对人性美丽的塑造是教育的功能，教育天

然地担当着对人的教化的责任。除却教育的手段，任何强

制性地改善人性的措施都是非人性的，或者说是反人性的，

教育是使人向善的唯一途径。

人本性善良的观点的意义在于：它告诉我们，当我们对

儿童进行教育时．我们的态度和方法必须恰当。事实上。每

—个家长、每一个教师，不论他意识到没有，他在他的观念

的深处都存在着一个人性的假设，而该假设对其教育态度

和教育方法是有极大影响的。如果教师持有儿童天生是恶

的的观念，那么他就必然倾向于以严格的纪律和严厉的处

罚来替代温和的教育手段和办法，极端负强化的手段就会

盛行；反之，他就会对儿童施之以尊重、关心和爱护。尊重

与爱心是教师最重要的品质。教育是以激情感动激情、以

人格塑造人格、以生命点燃生命之火的事业。爱是教育的

钥匙，教师的爱能打开学生的心灵，是促进儿童成长进步的

不竭动力。教师只有坚信儿童的本性是善良的。只有透彻

地理解和准确地把握了儿章的天性。树立起了正确的人性

观和儿童观，他才能以更宽厚、更仁慈的胸怀来悦纳儿童。

并对儿童一视同仁。只有如此，他才能真正做到“不使一个

孩子掉队”。

2．顺应天性而教．循序渐进
’

人作为“万物之灵”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神秘的生命体，

其生命的发生、发展和演化机制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人类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其许多先天的特殊能力业已消失。

胎儿在母体时间很长，但是新生儿与其他动物相比却极度

柔弱和低能。因此，人类在后天的发展中就会采取某种策

略以弥补这一缺陷。“人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其素质没有被

特殊化这一点”[7脚．这决定了人具有无限发展的潜能，无疑

这是凭借“社会遗传”的工具——教育才实现的。然而，现
代牛物学、牛理学、心理学的发展还未能为当今的教育提供

充分的科学理论作为其基础，教育实践中的某砦反科学、反

人性的现象所以还经常有所反映。比如，虽然现代教育坚

持循序渐进、全面发展的原则，然而在科学主义支配下的现

代教育却普遍地表现出重理智而轻情感、重知识而轻实践

的倾向，学校教育过度地使儿童的身心俱疲的现象目前已

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可见，文化复演假设和卢梭的人性

发展两阶段卡张的顺应儿童天性而教的观点仍是具有其一

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的，如何顺应儿童的天性和人性发

展的阶段理论而施教将是教育中的一个永久的命题。

3．实施人性化的教育

儿童与成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卢梭说．“在万物中，

人类有人类的地位；在人生中．儿童期有儿童期的地位。所

以必须把人当人看待，把儿童当儿童看待。竹【IJ44达尔文的生

物进化论和现代人类学、心理学的研究都已表明，儿童活泼

好动、喜欢探究等特性是人类个体早期适应环境的必然选

择．是儿童牛理和心理的需要，属儿童的“自由天性”旧J。儿

童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儿童在自然状态下总会表现出

嬉戏、顽皮等心理行为特性，他们正是通过这种心理行为为

将来的身心发展和“成人”积累其早期经验的。但在18世纪

的法国及欧洲国家，学校信奉基督教的“宿罪论”思想，认为

“儿童尚未出生以前其灵魂早已为罪恶所掌握”，因此教师

和家长对儿童普遍采取一种非人性的教育措施。教育的内

容远离生活，烦琐和抽象的推论、死记硬背等各种形式主义

充斥教育的方方面面。再加上严酷的棍棒约束和残酷的体

罚手段，使儿童备受折磨，苦不堪言。卢梭因此指责当时的

教育违反人性，把小孩当成大人看待。卢梭的自然教育思

想顺应人的自然天性，崇尚自由、平等和自然，呼唤了一个

教育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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