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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裴斯泰洛齐是 １９世纪瑞士著名教育家 ，他的教育理论在经历了中国化的传播与发展之

后 ，对我国教育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对我国学校体育产生的影响还未能很好地揭示 。文章

对裴斯泰洛齐有关学校体育观表述如下 ：儿童体育教育是实施儿童德 、智 、体 、劳和谐教育的一

个重要内容 ；儿童体育教育应符合儿童自然的运动天性 ；儿童体育教育应循序渐进 、区别对待 ；

家庭是儿童体育教育的重要场所 。根据以上观点 ，提出了在未来中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中值

得借鉴的几个方面 ：（１）进一步加强体育的育人功能 ，强化体育与德育 、智育的联接 ，以提升学校

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２）重视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 ，开发婴幼儿体育 ，加强婴幼儿

的身体锻炼 ，打好婴幼儿健康身体的基础 ；（３）儿童的体育教育必须符合儿童运动的天性 ，遵循

循序渐进原则 ，按难易 、分级分阶段进行 ，符合儿童学生成长特点 ；（４）重视体育教学的直观教学

法 ，提高儿童体育教学的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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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 ．H ．Pestalozz ，a famous educationist in Switzerland in １９th century ，whose education‐
al theor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ducational theory in our country ，but the influences o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has not been reveled well ．This paper expresses the view o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from J ．H ．Pestalozz as follows ，children physical education is one im‐
portant content of implementing the children harmonious education which consists of moral ，intel‐
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 and labor education ．Implementing children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complying with the movement of the children＇s natural nature ．Children physical edu‐
cation should follow the law of gradual improvement and distinction ．The family is one important
way to development childre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s has been shown ，this paper puts for‐
ward several aspects worth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of China ．Firstly ，to upgrade th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school educati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hysical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and intellectual education ．Secondly ，
pay attention to family education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develop infant physical educa‐
tion ，enhance infants＇physical exercise ，and lay a solid infant health foundation ．Thirdly ，chil‐
dren physical education must be based on complying with the movement of the children＇s natural
nature and follow the law of gradual improvement ．According to the difficulty ，grade and stage ，
implementing the children physical education ．Lastly ，pay attention to the visual 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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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effect of children physical edu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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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斯泰洛齐（Johan Heinrich Pestalozzi ，１７４６ — １８２７）是 １９

世纪瑞士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 。早年受法国启蒙思想特别

是卢梭思想的影响 ，决心放弃神学研究 ，他深信每个人都有与

生俱来的发展机能和受教育的平等权利 。他一生都在为儿童

教育奔走忙碌 ，创办儿童学校亲自任教 ，３８岁开始从事一项教

育贫苦儿童的计划 ，他长期从事的教育实践活动丰富和充实了

他的教育理论 。裴斯泰洛齐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不仅当

时对西欧各国教育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而且后来对欧美以及其

他许多国家也有重要的影响 。

在“洋为中用”的大文化背景下 ，中国学校体育要在吸纳西

方文化中得到传承与发展 ，就需要深入研究有价值的 、有借鉴

意义的外国教育理论 ，挖掘外国教育理论中优秀的文化为我所

用 ，促进我国学校体育深化改革 。裴斯泰洛齐教育理论虽然在

我国传播较为广泛 ，但对其学校体育影响方面研究较少 ，尚具

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基于以上视角 ，本文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 ，深入探讨裴斯泰洛齐教育理论中的学校体育观及其对中

国学校体育发展的借鉴与启示 。

1 　裴斯泰洛齐教育理论对中国学校体育影响的概述

有关裴斯泰洛齐体育思想研究的较少 ，从 １９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之间共发表了 ３篇论文 ，其次就是在外国教育史 、体育史 、学校

体育学 、体育教学论等教材中涉及了有关内容 。综合以上文献

与其中的观点 ，笔者认为对裴斯泰洛齐体育思想的研究 、裴斯

泰洛齐学校体育思想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 、质量上明显不足 ，

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其次 ，对于裴斯泰洛齐体育思想论述方

面较为零散 ，缺乏一定的系统性 、完整性与逻辑性 ，且其中的观

点论述很不统一 ，这在各类主要教材的表述中不难看出 。第

三 ，文献中的某些观点有待商榷 。如有的教材中认为“裴斯泰

洛齐的体育课程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即他的要

素主义课程思想可以认为是科学主义课程论的先驱 ，但他的体

育教学实践却恪守着卢梭的自然体育传统” 。笔者认为这个观

点有待商榷 ，因为裴斯泰洛齐虽然受卢梭等法国启蒙运动家的

深刻影响 ，但他并不像卢梭那样 ，把儿童的本性加以理想化 ，他

认为 ：“如果人的各种力量的发展只是依赖本性力量 ，没有其他

帮助 ，那么 ，使人从动物的 、感性特征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是很缓

慢的 。”
［１］因此 ，他虽尊崇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 ，但不同意卢梭

把儿童本性理想化 ，主张通过合理的教育使之从动物的 ，感情

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
［２］因此 ，在裴斯泰洛齐的教学实践中并不

是“卢梭的自然体育传统”恪守者 ，而裴斯泰洛齐的要素理论所

指的体育观是以最简单的关节运动作为要素 ，实施从简单到复

杂的运动 ，这也是遵照循序渐进的自然法则的 ，与卢梭的自然

主义观并不矛盾 。还有的学者提出了裴斯泰洛齐体育思想的

本质是体育生活化 ，笔者认为这个观点也值得商榷 ，虽然早在

１９１３年黄炎培在枟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枠中提出了“裴

斯泰洛齐主张生活教育”之说法 ，但综观裴斯泰洛齐有关的著

作与人生经历 ，当时的“生活”与目前的“生活”并不是同一个层

面的含义 ，准确地说 ，裴斯泰洛齐当时的生活指的是“劳动” ，即

为了生存而必须的劳作 ，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衣食无忧条件下的

“生活”所指 ，因此 ，我们在研究裴斯泰洛齐思想时 ，需要结合裴

斯泰洛齐所处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生存环境 。

2 　裴斯泰洛齐体育教育观

由于裴斯泰洛齐论著中论述教育方面的内容较多 ，而涉及

体育方面的较少 ，因此 ，我们需要从裴斯泰洛齐论著及其世界

观 、人生观 、教育观等中梳理出裴斯泰洛齐的学校体育观 。基

于以上方法论的视角 ，笔者认为裴斯泰洛齐的学校体育观主要

脉络为 ：裴斯泰洛齐的学校体育研究对象主要是初等教育中的

儿童体育 ；其次 ，儿童体育是儿童和谐教育中的一个首要因素 ；

第三 ，儿童对体育活动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天性 ，这就是他所

说的“教育应当在巨大而坚固的岩石（本性）上来建立自己的大

厦（形成人）”中的“岩石” ；第四 ，实施儿童体育教育要在遵循儿

童天性与自然原则的基础上进行 ；第五 ，家庭与学校是实现教

育（包括体育）可能性的最重要场所等等 ，总之 ，裴斯泰洛齐的

学校体育观是直指儿童体育的 ，这是贯穿他整个学校体育观的

主线 ，我们只有把握这条主线 ，才能把裴斯泰洛齐在论著中分

散的 、零星的有关体育的论述系统地联系起来 ，构建裴斯泰洛

齐较为完整的学校体育观 。为使裴斯泰洛齐的学校体育观更

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我们有必要对以上归纳的每一个要点进行

详细的解析 。

2 ．1 　儿童体育教育是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首先 ，裴斯泰洛齐教育理论的重心是初等教育 ，而儿童教

育又是初等教育的重点 ，因此 ，裴斯泰洛齐教育理论是以儿童

教育为基础的理论 。这与裴斯泰洛齐的人生阅历息息相关 ：从

裴斯泰洛齐的生平阅历可以看出 ，他数次办学 ，历尽艰辛 ，并经

常以失败告终 ，他非常同情农民的遭遇 ，毕生从事对穷苦儿童

的教育工作 ，热爱无家可归的儿童 ，他在半饥饿的经济条件下

坚持自己的教育事业 ，他和儿童之间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 。

他说 ：“根据正确的教育原理 ，假如人的全部才能要得到发展 ，

他的全部潜在能力要得到发挥 ，那么就必须将母亲们早期的注

意力引导到一个一般认为既不需要太多的思考 ，也不需要经验

因而通常被人们忽视的科目上来 。 我的意思是指儿童的体

育 。”
［３］

其次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理想是培养和谐发展的社会成

员 。他在枟天鹅之歌枠中总结性地写道 ：“我的初等教育思想 ，在

于依照自然法则 ，发展儿童道德 、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 ，而

这些能力的发展 ，又必须顾及到它们的完全平衡 。”
［４］这就是

说 ，初等教育绝不能只是发展某些方面的力量和能力 ，必须使

各方面的力量和能力都得到均衡的和谐的发展 ，这种和谐发展

的教育是通过体育 、劳动教育 、德育和智育来实现的 ，裴斯泰洛

齐主张这几方面的教育应协调一致 。以往许多教育家虽然也

提到德 、智 、体几方面的教育 ，有的教育家也注意到劳动教育 ，

但只有裴斯泰洛齐十分明确地提出应该使这几方面的教育协

调和谐 ，并且统一在发展这些方面的能力上 。这种思想反映了

当时社会培养新人（积极的资产阶级活动家和新式劳动者）的

要求 。这种教育 ，较之培养不劳而获的贵族和僧侣是一种进

步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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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斯泰洛齐非常强调儿童在各方面能力均衡发展 ，认为单

一发展某一方面的才能（如智力因素）是错误的 、不符合儿童生

长规律的 。 “仅仅使人性的某一方面特殊的发展 ，只是不正常

的 、错误的” 、“孤立地只考虑发展任何一种才能 （头脑或心灵或

手） ，都将损害和毁坏人的天性的均衡 。” （枟天鹅之歌枠第 ４１２

页）因此 ，必须将各种才能均衡地进行调配 ，不仅发展智力因

素 ，还应将道德和体育同时作为教育的内容分配以同样的时间

进行教学 ，“现在我将更密切地观察人的本性的统一性的重要

证据 ———也就是人的道德 、智力和体力的均衡 ，或换句话说 ，人

的心 、头和手的能力的均衡性” 。 （枟天鹅之歌枠第 ４１２页）

按照裴斯泰洛齐的解释 ，人的天性的发展和形成完善的

人 ，就是要使人的天赋才能得到充分的和谐的发展 ，使之成为

有智慧的 、有德行的 、身体强健 、能劳动并有一定劳动技能的

人 。在枟天鹅之歌枠中 ，裴斯泰洛齐这样写着 ：依照自然法则 ，发

展儿童道德 、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 ，而这些能力的发展 ，又

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 。这里的“平衡 ，实即各种能力的协

调与和谐发展的意思 ，它要求在各方面都能发展 ，而不是只注

意发展某一方面忽视其它方面” 。 “初等教育的任务 ，在于和谐

地发展个人的各种能力” 。 （枟天鹅之歌枠第 ４１２页）

关于和谐发展的各育 ，首先是道德教育 ，裴斯泰洛齐认为

它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关键问题” ，在培养和谐发展的“完善的

人”中处于中心地位 。它的目的是发展儿童对人们的积极的

爱 ，起初是爱父母 ，爱兄弟姐妹 ，进而爱周围的人 ，爱全人类 ，这

又是与爱上帝相通的 。

其次 ，裴斯泰洛齐非常重视智育 ，认为它对人的和谐发展

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他断定 ，智育不仅要使学生获得各方面的

知识 ，而且要发展学生的智力 。发展智力是教学的“永恒不变”

的任务 ，而智力的发展“基本”上有赖于学科的教学 ，裴斯泰洛

齐的这个见解是比较全面和正确的 。

第三 ，裴斯泰洛齐认为儿童生来就有要求活动的愿望 ，这

也就是有待于发展的体力的萌芽 。儿童的体育活动 ，从最小的

时候起 ，就应当进行 。不过 ，体育的练习活动应从弱到强 、从小

到多 ，循序渐进 。同时 ，体育与德育是密切联系的 ，它不仅发展

儿童的体力 ，而且培养儿童的意志 、毅力等各种品质 。

劳动教育也是裴斯泰洛齐所特别重视的 ，他把劳动教育同

体育 、德育和智育联系起来 。在劳动教育中 ，实际上就进行着

体育 ，体育又促进了劳动教育 ；在劳动过程中 ，可以培养诚实 、

坚忍不拔等道德品质 ；劳动教育与智育又可以结合起来 。

早在 １７７４年 ，裴斯泰洛齐就在新庄开办了一个孤儿院 ，收

容了大约有五十个孤儿和流浪儿 ，依照裴斯泰洛齐的想法 ，他

的孤儿院应当靠儿童自己挣钱作为经费开支 。在孤儿院里 ，他

亲自教儿童读 、写 、算 ，这样 ，在他的教育机构里 ，儿童的教学就

与劳动紧密结合了一起 。他首先认为儿童劳动是发展儿童体

力 、智力和道德能力的手段 ，他所力求教给儿童的并不是一些

狭隘的手工艺技巧 ，而是多方面的劳动训练 。
［１］

裴斯泰洛齐强调教育的普及性和劳教结合的重要性 ，认

为 ：“教育无分贵贱 ，即使是贫苦农民子女也有接受教育的权

力 。如果为穷人的孩子建立了学校 ，在这个学校中穷人的孩子

不仅可以学到某一方面的技术工作 ，而且可以受到基本的 、智

力的 、体力的能力训练 ，孩子们可以接受良好的全面教育 。”

（枟１８１８年对我校师生的演讲枠第 ３３３页）

裴斯泰洛齐还制定了一种“技能入门” ，它包括劳动活动中

的最简单的一些身体操练习 ———打 、拿 、掷 、推 、挥动 、角力等 。

裴斯泰洛齐认为儿童掌握了这些基本技能之后 ，就能全面发展

他的体力 ，同时还能够掌握各种专门活动与职业活动所必不可

少的一些基本劳动技能 。裴斯泰洛齐认为体育的任务 ，就是要

把所有潜藏在人身上的天赋的生理上的力量 ，全部发展出来 。

他把体育看成劳动教育的最基本的和初步的阶段 。他认为 ，如

果没有各种体力的发展 ，那么劳动的教育 ，劳动的习惯 、技能的

培养 、训练就谈不到 。

2 ．2 　儿童体育应符合儿童自然的运动天性
对裴斯泰洛齐世界观影响较大的是 １７世纪至 １８世纪的德

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和康德 ，裴斯泰洛齐在莱布尼茨的基础上发

展了这样一种观念 ，认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一些本身能发展的力

量 ，认为人的每一种能力原来就有一种从不活动的状态变成一

种充分发展的力量的倾向 。他说 ：“眼睛要看 ，耳朵要听 ，脚要

走路 ，手要抓物 ，以至人的整个身体都要求通过各种活动 ，得到

发育成长 。这种活动从小就在进行着 ，如从手抓 、脚蹬 ，走动 、

伸举 ，到打击和搬运 ，戳刺和投掷 ，拖拉和旋转 ，围绕和摆动等

等 。”
［２］裴斯泰洛齐强调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相互结合发展 。

［６］

对于儿童的天性 ，裴斯泰洛齐认为儿童体育的基础是儿童喜欢

活动的那种自然愿望 ，这种愿望能使他们去游泳 、去活动 、对什

么都去抓 ，永远行动着 。

裴斯泰洛齐认为 ：“人喜欢体力活动和精神活动的这种倾

向是生来就由造物主本身赐予的 。” “体力的冲动推动感官和四

肢的运用 ，这乃属我们原始的本性 。”（枟天鹅之歌枠第 ４２２ 页） ，

按照裴斯泰洛齐的意见 ，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

量与能力 ，教育者对于儿童所发生的必须跟儿童的本性一致 ，

教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像当时的学校所做的那样 ，去

压抑新一代的自然发展 。他非常生动形象地表述了在教育与

儿童发展中所应有的相互关系 ：教育应当在巨大而坚实的岩石

（本性）上建立自己的大厦 ，它只有永远跟这岩石紧密地结合 ，

不可动摇地屹立在它上面 ，才能达到它的既定目的 。
［１］１５９

同时 ，儿童要发挥天性 ，就要接受教育 。 “人长大成人 ，接

受锻炼和教育 。”（枟１８１８年对我校师生的演讲枠第 ３２４页）

他要求教育必须激发和发展儿童的天赋能力和力量 。因

为他认为所有的人生来就蕴藏着各种能力和力量的萌芽 ，渴望

并要求获得发展 ，而只有教育才能把潜藏发掘出来 、发展起来 。

因此裴斯泰洛齐认为 ，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 ，就在于发展天

赋的潜藏在体内的能力的萌芽 。而且“只有依赖于教育 ，人才

能成为人” 。这样 ，裴斯泰洛齐就赋予教育对人的发展作用以

巨大意义 。裴斯泰洛齐说 ：“为人在世 ，可贵者在于发展 ，在于

发展各人天赋的内在力量 ，使其经过锻炼 ，使人能尽其才 ，能在

社会上达到他应有的地位 。这就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
［２］基于

适应自然的原则 ，裴斯泰洛齐确定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发展人的

天性和形成完善的人 。

与卢梭自然观所不同者 ，裴斯泰洛齐比较重视社会对儿童

的发展的影响 ，也不忽视教育和教师在人的形成中的主导作

用 。他要求根据天性进行教育 ，但不认为儿童的天性是尽善尽

美的 ，纠正了卢梭让儿童在自由状态中自发地开花结果的教育

设想 ，注意到人的天性只有在正确的教育之下 ，才能变得完美 。

如果说卢梭的教育思想仅仅是一种理想 ，那么 ，作为卢梭的后

继者 ，裴斯泰洛齐第一个曾经在实际的学校教育领域中实现了

他的某些观点 ，而且他“从一开始就在一个主要的观点上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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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卢梭进行纠正 ：学校是一个真正的社会 ，而儿童所具有的责

任感与合作精神本身就足以对儿童进行道德训练 ，因而就没有

必要为了避免有害的社会影响与隐伏在竞争中的危险而把学

生孤立起来 ，与社会分开” 。
［７］

2 ．3 　儿童体育教育应循序渐进与区别对待
裴斯泰洛齐教育学体系的重心是关于要素教育的理论 ，依

据这个理论 ，教育过程必须从一些简单的因素开始 ，逐渐转向

日益复杂的因素 。因此 ，他认为教育应在遵循自然的原则基础

上 ，各类活动的安排也都要符合自然发展的阶段性规律 。

裴斯泰洛齐强调所有的教学应该按照自然的法规以及儿

童的发展进行 。
［８］他还要求教学要有条不紊地 ，有次序地逐步

加深和提高 ，不应随意跳跃或先后倒置 。裴斯泰洛齐说 ，“要循

序渐进地教育儿童” ，因为“智力和才能的发展 ，要有一个适合

于人类本性的 、心理学的 ，循序渐进的方法” 。
［２］这里他把循序

渐进和适合人的本性 、适合儿童的心理的方法直接联系在一

起 。裴斯泰洛齐强调在教学过程中 ，必须经常注意到要从最简

单的 、最容易的 、就近的 、具体的事物开始 ，进而到复杂的 、困难

的 、远处的和抽象的 。这样 ，教和学都要容易得多 。因此 ，贯彻

由简到繁 ，由易到难 ，由近及远 ，由具体到抽象各教学规则 ，十

分必要 。他认为 ，儿童的年龄越小越需要依靠心理学知识的指

导 。

“然而运动所产生的最大益处是从这些运动的安排中可以

观察到的自然进展 ，从容易进行的运动开始 ，以此为准备 ，继而

进行更为复杂 、难度更高的运动 。让他们根据一个新的计划重

新开始工作 ，在这个计划中各种活动将作重新安排 ，用从易到

难自然进展的方式来设计科目 。”
［３］

经过长时间的实验和研究 ，裴斯泰洛齐认为 ，体育最初的

最简单的要素是关节运动 。因为自然赋予儿童关节活动的能

力 ，这是体力发展的基础 ，也是体育锻炼的基础 ，从简单的关节

活动的练习可以逐步发展到复杂的 、全身性的活动 ，使身体得

到健美匀称的发展 。 “这个教学初步必须从体力的最简单的表

现形式开始 ，因为人类最复杂的实践能力的基础就蕴含在其

中 。打击与搬运 、刺戳与投掷 、拖拉与旋转 、绕圈与摆动等等 ，

都是我们最简单的体力表现形式 。他们自身虽各部相同 ，但是

或合或分 ，都蕴含着一切可能的行动的基础 ，乃至蕴含着构成

人类的各种职业的最复杂的行动基础 。”（枟葛笃德如何教育她

的子女枠第 １７１页）“根据这些规律 ，儿童可以通过一系列从最

简单到最复杂的训练而得到教育 。”（枟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

女枠第 １７０页）

体育教学应按难易程度分级分阶段进行 ，先发展一般能

力 ，再发展专门技能 。 “我们需要有一套分级训练 ，从最简单的

开始 ，直至最高级的完善程度 。也就是说 ，要训练最微妙的神

经功能 ，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准确而又形式多样地进行刺戳和回

避 、摆动和投掷等活动 。我们还需要从相反和相同的方向训练

手脚的活动 。”（枟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枠第 １７１页）“理性上

也规定必须在能力训练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系统知识的学习 ，而

不能把这一顺序颠倒过来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体育 ———首

先训练一般的能力 ，然后再训练专门的技能 。”（枟１８１８年对我校

师生的演讲枠第 ３３０页）“在大自然的掌握中 ，儿童进行一种分

级的系列练习 ，使他达到一定的确性标准（关于形式的） 、力量

标准（关于再现的）和灵巧标准（关于表现的） 。这几种练习及

它们之间的协调和穿插在一起的结果 ，给予儿童以技艺 。”（枟天

鹅之歌枠第 ４２３页）

根据裴斯泰洛齐要素理论 ，体育最基本的要素是关节活

动 。他认为自然赋予儿童关节活动的能力 ，这是体力发展的基

础 ，也是进行体育练习和各种体力活动的要素 。从关节活动 ，

逐步扩展到全身的复杂的体力活动 。

裴斯泰洛齐把体操分为三组依次实施 ，第一组是自然体

操 ，即是让学生按自己的意愿 ，自由地从事跑步 ，跳跃和游戏等

活动 。第二组即基本体操 ，这部分根据身体各部分可能进行的

动作 ，有针对性地设计出各种简单运动形式 ，再把各简单动作

相互搭配 ，编排成序 ，让学生按口令练习 。其内容包括打击 、捉

拿 、冲刺 、投掷 、拖拉 、转向 、摆动 、跑步 、跳跃 、爬高等 ，第三组是

教育体操 。包括步行 、跑步跳远 、跳高 、摔跤 、游泳 、投掷 、攀登

和平衡运动等 ，舞蹈和击剑也属该组 。裴斯泰洛齐使用的运动

项目基本上采自古茨穆斯的体操 ，只是剔除了古茨穆斯体操中

的器械运动部分 。
［２］

同时 ，儿童的身体练习要因材施教 ，依据不同学生的体质

情况进行区别教学 。 “我们必须探索一套发展这种能力的初步

教学方法 ，并在此过程中探索感觉培养 ，即对我们人类履行人

生义务所需要的那些能力和行动的身体灵活性的培养 。”（枟葛

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枠第 １７３页）“各种练习必须适合于实际

情况的特殊性质 ———那些为训练感官的练习要适合他们的身

体素质 。”（枟天鹅之歌枠第 ４５２页）“ 运动不仅因人的体力强度而

异 ，而且体操运动可以 、也已经为那些拖着病体的人设计出来

了 。我已经请教了一些第一流的医学权威 ，他们宣称 ，在他们

亲自观察到的一些病例中 ，一些患有肺部疾病的人 ，只要不是

病得太重 ，由于经常进行少量而简易的专为他们设计的体操运

动 ，他们的病情已有所缓解 ，体质已有所增强 。”（枟致格瑞夫斯

的信枠第 ３６１页）

2 ．4 　家庭是儿童体育教育的重要场所
在实现教育遵循自然原则的过程中 ，裴斯泰洛齐认为家

庭 ，特别是母亲具有重要的作用 。他说 ：“儿童生下来的时刻就

是对他进行教育的最早时刻 。”因此 ，按照裴斯泰洛齐的方法 ，

家庭是全部教育和全部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 。关于这一

点 ，他在枟林哈德和葛笃德枠一书中做了详细描述 。作为现代教

育心理学家的先驱 ，裴斯泰洛齐指出了家庭环境的好坏在决定

儿童基本个性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一个温暖 、充满信任

和爱的家庭可使儿童在其环境中自信 、视野广阔 、社会态度积

极并能与他人建立健康的关系 。他把母亲视为传导性家庭气

氛的代表 ：葛笃德正是这样一位母亲的典型 。 “在家庭圈子里 ，

那有爱和爱的行为” ，他写道 ：“可以说没有任何形式的教育不

能成功 。儿童一定很好 。”学校无法取代家庭 ，因为学校要具备

家庭的优势 ，就必须尽量地按照与理想家庭同样的爱 、认可和

纪律的原则进行 。
［９］

“教育人们从事这种或那种职业 ，或承担某种社会职务 ，应

该从属于主要旨在培养家庭生活的纯洁和幸福的教育 。由于

这个原因 ，家庭应当成为任何自然教育方案的基础 。它是培养

人品和公民品德的大学校 。人首先为童 ，然后学艺 。为童之德

有益于学艺 ，培养为童之德就为将来生活幸福打下基础 。任何

人 ，只要他背离这个自然顺序 ，抢先进行迎合国家或某种特定

职业的需要的专门教育 ，不管是教育统治者的 ，还是培养奴仆

的 ，都会把人从享受自然恩赐引向充满不测危险的海洋 。”
［２］

一切使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的东西都以父母的教育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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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源泉 ，其内在源泉在孩子自身 。后者与前者不可分割 ，并依

靠前者 。
［３］

裴斯泰洛齐认为父母 ，尤其是母亲有责任照顾孩子的一

切 。包括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
［１０］父母必须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

性 ，认识到自身对儿童体育运动的促进作用 。 “如果母亲们想

做的话 ，她们就有能力担负起指导孩子进行这种练习的工作 。”

（枟致格瑞夫斯的信枠第 ３７２页）“这样就可以实现更高的目的 ，

使父母在家里能对子女进行智力和道德方面的训练 ，而且还能

发展他们身体方面的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 。”（枟１８１８年对我校

师生的演讲枠第 ３４１页）“我只考虑到问题的第一部分 ，即对儿

童的判断力和认识力的训练 ，而没有考虑到对他们行动能力的

训练 。这些行动能力并不只是通过教学来培养的 。”（枟葛笃德

如何教育她的子女枠第 １６７页）裴斯泰洛齐认为父母必须掌握

一定的教学规律才能承担其儿童体育教育的重任 。 “同样 ，它

必须引导父母了解该如何锻炼和培养儿童的思维能力和实际

操作能力 。”（枟１８１８年对我校师生的演讲枠第 ３３９页）裴斯泰洛

齐认为母亲应该对幼儿进行早期教育 ，这种教育不仅培养他的

身体健康 ，还能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他致力于推动这种改

革 ，这种改革不仅在家庭教育 ，随后推广至学校教育 。
［１１］

“我认

为必须使母亲们亲自熟悉体操的原理 ，以便她们能够在那些初

级的 、预备性的运动中 ，根据情况选择出那些最适合 、最有益于

她们孩子的运动 。”（枟致格瑞夫斯的信枠第 ３６１页）“我并不是说

母亲们必须严格坚持那些仅为她们可以看到在某一体操著作

中之处的运动 ；她们当然可以因为自己感到称心或可取而加以

改变 ；但是我要劝告母亲 ，在决定改变原计划的行动方案或者

采取其他一些她们自己既不能估计到它们需要多大的体力 ，也

不能估计到她们的孩子会从中得到什么样的益处的运动之前 ，

不妨先请教那些在安排儿童体操方面有经验的人 。”（枟致格瑞

夫斯的信枠第 ３６２页）

体力的冲动推动感官和四肢的运用 ，这乃属我们原始的本

性 。教师的目的就是使这种原始冲动适合于指引学生的道德

和智力原则 ，使学生得到环境力量和家庭生活影响的帮助和鼓

励 。明智而谨慎地运用家庭生活这个教育资源来促进体力的

增长 ，其重要性正像它在道德和智力方面一样 ，这些资源随着

家庭地位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
［３］

3 　裴斯泰洛齐教育理论对中国学校体育未来发展的
借鉴与启示

3 ．1 　突出学校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育人功能
关于学校教育中的德育 、智育与体育等关系 ，很多的教育

家也有很多精辟的论述 ，裴斯泰洛齐可谓其中的一个 ，但裴斯

泰洛齐的和谐教育观特别强调了体育的重要性 ，他认为 ：“德育

和体育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教育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体

育起着最关键的作用 ，因为只有通过体育培养出才智和道德的

奴仆 ，全面教育的过程才能完成 。”
［２］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

育观出发 ，裴斯泰洛齐反对当时教育工作者和体育工作者传授

体育运动技能方面的片面性 ，他指责他们偏重单项技术的教

学 ，而忽视了人的全面陶冶的目标 ，他写道 ：“有人主张单独教

授单项技术 ，也有人在充任舞蹈 、击剑和骑术教师 ，而且 ，连体

操专家也竟然在教授单一的动作 ⋯ ⋯而不改进人的整个身体

发展状况 ⋯ ⋯因此 ，这样的体育不可能同人的整个道德和精神

能力的发展相一致 。由于这 ，这些人的活动不能视为真正的体

育 ，而只不过是舞蹈 、击剑和骑术练习而已 ⋯ ⋯ 这样的传授只

能单独发展这些活动项目的技能 ，却无助于其它能力的发

展 。”
［２］

由于世俗的偏见 ，学校体育历来地位不高 ；其次 ，我国目前

的学校应试教育依然很严重 ，而学校教育中的体育则是“说起

来重要 ，做起来不要” 、可有可无的“小三门”学科 ，要改变这样

的误区 ，加强学校体育的重要性 ，构建德育 、智育 、体育等和谐

发展观 ，除了学校体育业内人士的敬业追求 ，还要发挥学校体

育的育人功能 ，正如裴斯泰洛齐所提出的那样 ：“如果体操（现

在的体育）对身体的补益是巨大而又毋庸置疑的 。那么我认为

体操带来的道德方面的补益同样是有价值的 ⋯ ⋯ 如果体操训

练得当 ，对于促进儿童的欢乐和健康十分有用 ，而欢乐和健康

则是道德教育的两个十分重要的目的 ，此外还可以在他们中间

助长一定的团队精神 、兄弟般的情感 ———这是旁观者感到最为

满意的 ；勤奋的习惯 、坦诚的性格 、个人勇气 、吃苦耐劳等也都

是根据体操体系进行及早而持久的锻炼的常见的必然结果 。”

（枟致格瑞夫斯的信枠第 ３６２页）学校体育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

身体 ，还能够促进学生道德的发展 ，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

因此 ，在今后学校体育发展中 ，我们更要强化学校体育的育人

功能 ，利用体育教学育人的特殊性 ，在促进学生运动技术学习

的基础上 ，加强儿童心理健康与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 。通过多

样化的团队比赛形式 ，形成永不放弃 、坚持到底的价值观 ，树立

学生团结合作的良好道德品质 。

3 ．2 　重视开发婴幼儿体育教育
“教育要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是裴斯泰洛齐的一个重要

理念 ，由此 ，他十分注重家庭教育和母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 ，而

婴幼儿教育中身体的发展是先于智育与德育的 ，因此 ，开展婴

幼儿体育教育十分重要 ，但是目前我国的婴儿体育基本没有 ，

中国的母亲也没有途径掌握相关知识与方法 ，因此 ，婴儿体育

在我国还属于空白状态 ，亟待开发 ；而幼儿体育 ，从目前的现状

来看 ，尽管幼儿园配置了相关的师资 ，但在这些师资中体育教

育专业毕业的幼儿教师比例很小 ，即便是体育专业毕业的 ，由

于科班学习期间有关幼儿体育的知识与内容非常缺乏 ，从而导

致幼儿体育类似于青少年体育的错误操作 。总之 ，体育教育从

婴幼儿开始十分必要 ，也很必要 ，基于裴斯泰洛齐的启发 ，我们

要广泛开展幼儿体育教育的市场 ，首先要重点投入婴幼儿体育

的研究项目 ，加强婴幼儿体育研究 ，积累研究成果与基础 ；其

次 ，在高等学校中着力开设婴幼儿体育专业 ，培养婴幼儿体育

专业人才 ，同时还要编制与婴幼儿体育相关的教材 ，教材中应

包含婴幼儿身体发展的知识 、婴幼儿身体发展的各种练习方法

与手段等等 ，这样才能在中国妇女中普及婴儿体育教育的知识

与方法 ，强化婴儿体育教育的力度与成效 ，在此基础上 ，增加幼

儿体育专业毕业的师资力量 ，广泛开展幼儿体育教育 ，共同促

进在人的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婴幼儿身体的健康发展 。

3 ．3 　小学体育应符合儿童的运动天性 ，遵循循序渐进原则

早在裴斯泰洛齐生活的年代 ，裴斯泰洛齐就针对当时的教

学现状指出 ：“锻炼时必须赋予儿童以极大的自由 ，而且全部锻

炼都应该是轻松愉快的 ，否则这些锻炼就会同体操本身一样 ，

将是单调 、迂腐而荒诞的 。”（枟致格瑞夫斯的信枠第 ３６４页）他认

为当时的儿童被残忍地跟自然隔离开来 ，他们长时间陷入在平

淡的死气沉沉的字母和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文字里 ，这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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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儿童并没有得到发展 ，而是变得愚蠢了 ，儿童的需求和倾向

完全被剥夺了 。

裴斯泰洛齐的要素理论提示我们在安排儿童的学科教学

中要遵循自然的规律和循序渐进的原则 。这个原则对于我们

的体育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运动本是儿童的天性 ，也是

一种本能 ，但在我们的体育教学中 ，经常会形成“学生喜欢体育

活动而不喜欢体育课”的现象 ，这说明运动依然是学生的本能

与天性 ，但我们的体育教学却存在很大的问题 ，要么是师资水

平 、要么是教学安排 、要么是教学内容等等都是我们需要反思

的话题 ，儿童在学校之后 ，要进行怎样的学校体育教育 ？安排

什么样的合适教材 ？如何满足儿童体育需求 ？这些都需要我

们去研究与解决 ，而儿童体育教育不同于成人 ，他们自有身体

发展与心理需求的规律 ，如果不能满足儿童运动的天性与兴趣

爱好 ，那么体育教学效果必然会受到限制 ，而若没有遵循儿童

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循序渐进的体育教学原则 ，那么同样也见不

了成效 。在我们的体育教学实践中 ，经常会见到一些远离儿童

的 、难度较大的教材内容 ，这些竞技类运动项目如果不能实现

小学教材化 ，那就会变得枯燥 、乏味 。因此 ，首先在教材内容方

面 ，要选择一些儿童喜欢的运动项目 ，改造竞技类运动项目 ，使

教材内容更加接近儿童的需求 ；其次 ，在教学方法上 ，可以结合

儿童生活中的简单动作要素进行教学 ，把儿童的日常生活经验

与体育教学结合起来 ，促进儿童体育的有效学习 。

3 ．4 　重视直观体育教学法
裴斯泰洛齐要素理论中的教学法很值得在体育教学中推

广 ，他说 ：“富有生命但还是模糊不清的关于教学的基本要素的

思想 ，脑海中已盘旋好久了 ⋯ ⋯最后 ，像一个奇遇 ，突然地想到

使从感觉印象得来的一切知识清楚起来的手段来自数目 、形状

和语言 。这对我所进行的工作是一个新的发现 。这样 ，裴斯泰

洛齐便确定在任何学科的教学中 ，最好先从观察开始 ，进行感

性知觉 ，通过感性知觉去观察事物时 ，必须注意三点 ：（１）在他

面前呈现着哪几种物体 ？ （２）它们的外貌 ，形状或轮廓是怎样

的 ？ （３）它们叫什么名称 ？他怎样用一个声音或一个字表达每

一个物体 ？要想对这些问题做出确切顺利的回答 ，他必须有以

下三个方面的能力 ：（１）具有按照来认识不同的物体 ，并认清它

们内涵的能力 ；（２）说出这些事物的数目 ，指出它们是一个还是

多个的能力 ；（３）用语言表达物体 ，表达它们的数目和形状 ，并

在记忆里保持它们的能力 。裴斯泰洛齐认为 ，“任何物体的外

部特性的总和包含着它的外形和数量 ，这是通过语言而达到自

己的意识的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 ，裴斯泰洛齐便得出结论 ：数

目 ，形状和语言是一切教学的最初的最简单的要素 。”
［４］

虽然他的直观教学法并不是在体育教学中总结出来的 ，但

特别适用于体育教学法 ，因为体育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的本质

区别是身体运动 ，身体运动学习与知识的学习根本不同是前者

必须要进行身体实践活动 ，如果我们在教学之初能够很好地运

用直观教学法 ，就能够帮助儿童直观地理解运动学习的内容 、

建立清晰的运动表象 、加快运动技能的掌握 。

4 　结论

综上所述 ，裴斯泰洛齐教育理论在经历了中国化的传播与

发展之后 ，对我国学校体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影响力距预

期状态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通过初步研究 ，笔者认为裴斯泰

洛齐的学校体育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儿童体育教育是实施

儿童德 、智 、体 、劳和谐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儿童体育教育应

符合儿童自然的运动天性 ；儿童体育教育应循序渐进 、区别对

待 ；家庭是儿童体育教育的重要场所 。在从基础上 ，笔者提出

了对未来的中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几点启示 ：进一步加强

体育的育人功能 ，强化体育与德育 、智育的联接 ，以提升学校体

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重视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 ，开

发婴幼儿体育 ，加强婴幼儿的身体锻炼 ，打好婴幼儿健康身体

的基础 ；儿童的体育必须符合儿童运动的天性 ，遵循循序渐进

原则 ，按难易 、分级分阶段进行 ，符合儿童学生成长特点 ；重视

体育教学的直观教学法 ，提高儿童体育教学的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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