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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浩瀚的大师创作中遴选出经典的教育篇章，将大师们的教育思想和智慧系统、集中、分类地呈
现给广大读者，为读者亲近大师提供了一条比较便捷的途径。
《大师谈教育心理》所选取的文章是在以人为本的教育前提下，从众多的大师著作中选出的经典教育
美文，都有一定的高度，融故事性和哲理性于一体。
阅读这《大师谈教育心理》，读者会沐浴在教育智慧的光芒之中，享受心智的快乐，从而多一份教育
的眼光，多一份教育的思维，多一份教育的感悟和启迪。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师谈教育心理>>

书籍目录

第一篇 教育心理学基础孩子的内心世界学习的意志少年期的矛盾人本主义教育的目标与内涵数目、形
状、语言把握教育工作的出发点——掌握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关于青少年学生时间透视的特点第二篇 
尊重与呵护儿童从来不会故意干坏事教育即自然发展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孤立的独立性让学生安心今
天，我们应该怎么当小学教师——在新疆巴州师范学校的演讲实录我们怎样看待学生你小时候是第几
名最是平和最难得第三篇 矫正与激励奖励与处罚“厌倦是教学的主要弊病”儿童的漫不经心论适应与
防卫教师的期望学会心理“战术”放声高呼——我能成功催眠师的魔具——暗示效应有效地促进学生
对新知识的迁移与运用的教学策略第四篇 教育者的角色不要用理性教育孩子民主和教育站在学生的立
场师范生的第二变——变个小孩子与学生共同遭遇新问题做一个善于倾听的朋友心中盛满阳光这些都
不是小事教师的“六个学会”为什么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边际递减效应第五篇发现与培养直接
兴趣与间接兴趣利用自我暗示教育孩子形成学习动机尾巴教育机智做什么要注意学生的年龄特征学生
的发展儿童心理及教育儿童之方法科学地帮助孩子克服自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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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教育心理学基础孩子的内心世界[意]蒙台梭利现今，教育不只被视为一门技艺，而是社会科学
这个大领域中最重要的一门研究。
人类的进步发展，除了靠那些改善外在环境的科学外，最立竿见影的，还是借助直接针对发展中的人
——儿童需要的科学。
不只是科学家和教育学者对和教育有关的研究发现兴趣浓厚，为人父母者以及社会大众也表现出同样
的关切。
现代教育理念有两项众所周知的主要原则，第一是了解、培养孩子个人的特质，了解每个孩子的本性
，并透过他特有的人格特质来引导他，第二项原则关乎解放孩子的必要。
虽然教育科学已经解开了无数教育上的难题，但是要实现现代教育的宗旨，还是遇到了不少难以克服
的障碍。
在教育研究里，“问题”这两个字，常常被用来当做研究的主题，例如人们常提到“学校问题”“解
放问题”“兴趣和能力问题”等。
但在其他科学研究方面却不是如此，而是用“原理”两个字，例如，“光辐射原理”“地心引力原理
”等。
一般来说，在科学的研究领域中，问题多半产生于不明确和外围的部分，科学的核心则包括发现和问
题的解决。
但在具有实验性质的现代教育方面，不去正视重要的问题，就等于背离了科学的真义。
纵使有人说：“我已把教育的问题全都解决了，我在人类精神方面已做出了许多新发现，于是我将教
育置于明确、单纯的境地。
”对于这一论调科学家是无一人会相信的。
在人类社会，有一股无形压力，逼使人们得不去适应一些令人无法想象的事，也必须要去适应那些为
了社会安定的礼教束缚。
为此，个人必须或多或少牺牲一些自我。
我们的儿童也是如此，在学习的义务下他们似乎不得不有所牺牲，不管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够快乐地
享受学习的乐趣，他必须努力学习，但又不能把自己弄得疲累不堪。
我们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够自由自在，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孩子服从。
这些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引发了许多教育上的问题，所谓教育科学的改革尝试，到头来变成
了大人遥想孩子未来命运的声声叹息。
所有现代学校的教育改革，其本意都是为了缓和教学沉疴所造成的伤害，例如，重新修改课程和教育
制度，体能运动和休息时间的必要存在等。
然而这些改变的补救方案，并未真正达到使孩子自由发展的效果。
无论如何，针对教育问题的解决方案，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让步妥协。
我们一定要发起真正的改革；我们一定要开拓出一条教育的崭新大道，因为目前的教育之路，仍是一
条死胡同。
当其他科学领域早已研究出许多有利于人类生命且令人激动的发明时，教育科学却仍未找到妥帖的方
法。
在教育研究领域，每一个探讨项目都只限于外在的现象研究。
借用医学的术语来说，都是只治标不治本。
各类不一样的症状，在医学上可能都是由一个主要的病因所引起的，想要解除这些病痛，如果只是一
项一项的个别分开治疗，而非找出病源所在，到最后可能只是徒劳无功。
举例来说，心脏方面的异常可能发所有身体器官功能的各种毛病，如果我们只是去治疗其中一项器官
的毛病，却不去设法使心脏功能恢复正常，那么所有的症状还是会再出现。
再举一个和精神官能有关的例子，倘若一位心理分析师发现，患者的发病是因为情绪感情和思想观念
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使得精神无法荷所产生的病症，那么这位心理分析师就必须寻根探源，追溯深
埋在潜意识中的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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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现病发的主要原因后，所有的问题皆得以迎刃而解，所有的病症也会逐渐消失或者转而为无害
。
我所提到的教育问题，就好似例子里所譬喻的外在病症，是经由一个隐藏难见的主因所引发，这个主
要原因不和人类的社会潜意识有关。
蒙台梭利的教学方法，一直保持在当今教育体制的“病态程序”之外，也一直朝着一条期许能够揭发
教育沉疴主因的道路前行。
在蒙台梭利的教学法之下，起因已被克服，问题也已消失。
如今我们察觉出所谓的教育问题，特别是那些和人的个性、性格发展和智能发展相关的问题，事实上
全都源于孩子和成人之间的冲突对立。
成人在孩子发展道路上所设下的难关，不但难以数计，而且极具伤害力。
这个对于孩子成长发展的危险影响程度，取决于成人在铺设这些难关时，总是挟着道德理义和科学理
论之名，及其想要操纵孩子的意志来遂行其意。
所以说，最接近孩子的大人——母亲或是老师，反而在孩子的人格形成过程当中，成了最可能危害孩
子人格发展的人。
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对立冲突，不仅与教育有关，更反映在成人日后的心理状态上，也是造成心神错乱
、性情异常以及情绪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问题从大人传给孩子，又从孩子传给成人，因此成了一种普遍的循环。
因此，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第一步绝不应该针对儿童，而应针对成人教育者。
教育者必须要理清自己的观念，摒弃一切偏见，最后还必须改变其道德态度。
接下来就是要准备一个有利于孩子生活的环境，一个无阻碍的学习空间。
环境的设计要符合孩子的需求，让孩子能够一步一步得到必要的解放，使其得以克服一切困难，并开
始显露出他的非凡性格。
以上两个步骤是奠定成人和孩子新道德的基础。
自从我们专为孩子营造一个适宜的环境，以及接触到孩子在活动中自然流露出其创造力之后，我们便
看到了孩子在工作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安静平和。
一个与孩子精神生命基本需求相匹配的环境，能让孩子长久隐藏的态度自然浮现，因为过去和成人之
间的一再抗争，让孩子不得不武装自己，表现出压抑的态度。
我们发现，孩子的内心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其一是自然而富有创造力的，显出其正常、善良
的一面；其二是因为受到强者压制而产生的自卑心态。
这一发现让我们对孩子的形象有了全新的感受，给我们幽暗的漫漫长路开了一道光，引领我们走向新
教育的康庄大道。
孩子所表现出来的纯真、勇气和自信，皆出于道德的力量，也是孩子倾向于融入社会的表征。
另一方面，孩子的缺点，例如行为缺失、破坏力、说谎、害羞、惧怕以及所有那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抗
争方法，一下子会完全消失无踪。
成人如今与之沟通的是一个完全改观的孩子，因此老师也应该以全新的态度来面对。
老师不应再集威严权力于一身，应转而以谦和的态度来帮助孩子。
既然我们已经察觉到孩子的心理层面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情况，因此当我们着手讨论教育方针时，就不
能不先理清讨论中的基础对象。
我们应该以受成人压制的孩子为主呢？
还是应该以在正常生活环境下自由成长、得以发挥创造潜能的孩子为讨论对象？
若是以被压制的孩子为讨论对象的话，那么成人即是制造出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祸首。
但若是以自由成长的孩子为讨论对象的话，成人则扮演着一个对自己的错误充满自觉性，而且能和孩
子平等以待的角色。
所以大人能够轻松愉悦地和孩子相处，一起和孩子共享平和温馨、充满爱意的新世界。
教育科学也应该能够在和孩子平等对待的体制下施行。
事实上，科学的概念即是事先假设一个真理的存在，因此才能够有一个向前发展的巩固基础，才能够
发展出一套确实肯定的施行方法，进而减低错误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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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本身就是引导我们求得真理的人，孩子希望大人能够真正地给予他们有用的协助，也就是“帮助
我帮助自己”。
孩子的确是经由活动而得以在环境中成长，但是除了活动本身之外，孩子还需要物质上的接触、学习
上的指引以及不可或缺的了解，这些在孩子发展上的重要所需，都有赖于成人的提供。
成人必须给孩子必要的，做孩子需要的，去帮助孩子自己行动。
假如大人做得不够，孩子可能就没有办法顺利地发展，但是如果大人做得太多，可能就阻碍了孩子的
发展，使孩子的创造力无法发挥。
而这之间的平衡点，我们称之为“介入的门槛”。
随着我们引导孩子的经验不断累积，我们就越能够正确的找出介入的恰当时机，而孩子和施教者对彼
此的必要了解，也就能更透彻。
孩子的活动，是经由和物质的接触而产生的。
因此，我们把一些经过科学印证所挑选出来的教具，放在孩子的环境四周，让孩子任意把玩使用。
有关文化传承的问题，也因为这种做法而得到解决。
这样的做法不但减少了大人的介入干预，也维持了较为传统的教学形式，让孩子依据其发展所需，自
己摸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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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师谈教育心理》是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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