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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70年8月31日，意大利教育家玛莉亚·蒙台梭利生于意大利安科那省的希亚拉瓦莱的小镇上。
她是父母唯一的女儿，由于父亲是个保守且严谨的军人，母亲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使得她从小便养
成了自爱、自律的独立个性以及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
    蒙台梭利(1870—1952)被誉为20世纪欧洲和世界最伟大的、科学的和进步的教育家之一。
蒙台梭利毕生致力于智力正常儿童和缺陷儿童的教育与研究，并撰写了一批儿童的教育著作，其中较
为著名的有《蒙台梭利教育法》《高级蒙台梭利教育法》《蒙台梭利手册》《童年的秘密》《新世界
的教育》《有吸收力的心灵》等。
她的著作对世界各国的学前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同时，促进了现代教育
的改革与发展。
蒙台梭利教育理论和著作是她长期观察和研究幼儿的结果，也是投身教育改革实验研究的总结和概括
。
    蒙台梭利5岁时，因父亲调职而举家迁居罗马，开始了她的求学生涯。
13岁时，她选择了多数女子不感兴趣的数学，进入工科学院就读。
毕业后，又进入国立达文奇工业技术学院。
20岁从达文奇工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她作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学医，这为她日后献身儿童教育
事业奠定了成功的基石。
    1896年，蒙台梭利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罗马医学院，成为意大利的第一位女医学博士。
由于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她只被聘为精神病诊所的助理医师。
1898年她成为全国智力缺陷幼儿教育协会的会员，1900年任罗马一所招收智力缺陷幼儿学校的校长，
该校后以“国立特殊儿童学校”著称。
1901年离开该校，开始致力于正常幼儿的教育，寻求将智力缺陷幼儿教育的方法应用于正常儿童的可
能性。
1907年，蒙台梭利在圣洛伦佐区玛希大街58号公寓里创建了第一所新型幼儿学校——“儿童之家”。
为了传播这种教育方法，她在国内开设练习班，并在荷兰、奥地利、法国、西班牙、德国、美国、英
国、锡兰、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开设了训练课程，培养蒙台梭利学校的老师。
1929年8月，在荷兰创立国际蒙台梭利协会，蒙台梭利亲自任该会主席。
二战期间她在印度讲学、研究与写作。
二战结束后蒙台梭利回到欧洲，鉴于对幼儿教育和世界和平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她被提名为“诺贝尔
和平奖”的候选人。
1946年苏格兰教育研究院授予她“荣誉院士”称号。
1950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授予她名誉哲学博士学位。
1952年，蒙台梭利在荷兰逝世。
    蒙台梭利以社会和教育改革者的身份出现在“儿童之家”。
她不带有任何的先入之见，一切以观察幼儿和研究其家庭环境入手，同时，以幼儿和家长的朋友身份
出现在幼儿面前，热爱并关心他们，一切都从幼儿们的生活实际兴趣和需要出发，确定和设计教育方
案及教育措施。
    蒙台梭利从婴儿出生开始，根据儿童成长发展敏感期所创立的适宜儿童成长的“玩具”，对其进行
了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研究。
蒙台梭利教育理念和教育法引入我国后，受到了众多父母的推崇。
但是随着蒙氏教育理念的逐渐推广和大量的成书翻译，很多读者感到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不易理解、
内容复杂、重点不好掌握和不明确，因此，我们编写了《蒙台梭利的教育智慧》一书。
本书内容力求做到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在保持蒙氏思想原汁原味时，兼顾了可读性和实用性。
选取的内容包括感官教育、语言教育、数学教育、日常生活教育、自然文化教育等。
宝宝可以通过自我重复操作教具建构自己完善的人格，在自由操作中能够得到很多能力方面的训练。
例如：    1．感官教育培养幼儿敏锐的感官，进而培养观察、判断、比较的习惯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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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常生活教育包括基本动作、照顾自己、适应环境等，培养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以及互助、爱护小
动物等好习惯。
    3．语言教学让幼儿通过对实物的描述，训练语言表达能力，并通过平时的一些文字活动，培养阅读
能力，为书写作好准备。
    4．数学教育使用直观的教具，让幼儿在教具的操作中认识数与量的关系，了解四则运算。
特点是以幼儿为主，为他们打造一个独立“做自己”的幼儿世界。
    宝宝学习主要是通过感官，幼儿园提供给宝宝的良好刺激越多，就越能激发他们的内在潜能。
蒙台梭利教室为宝宝提供了丰富的教具教材(包括人文的、自然的⋯⋯)以激发宝宝自我研究的兴趣。
    不“教”的教育，反对传统以教师为主的“填鸭式”教育，主张提供丰富的教具和创造良好的环境
，让宝宝主动去研究、接触，形成智慧。
了解敏感期0～6岁幼儿的学习，宝宝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出现不同的事物偏好，也就是所谓的“
幼儿敏感期”。
蒙台梭利幼教法强调掌握幼儿的敏感期，而给予宝宝恰当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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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蒙台梭利的教育智慧--3岁决定孩子的一生(白金版)》讲述了：蒙台梭利从婴儿出生开始，根据儿童
成长发展敏感期所创立的适宜儿童成长的“玩具”，对其进行了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研究。
蒙台梭利教育理念和教育法引入我国后，受到了众多父母的推崇。
《蒙台梭利的教育智慧--3岁决定孩子的一生(白金版)》内容力求做到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在保持蒙
氏思想原汁原味时，兼顾了可读性和实用性。
选取的内容包括感官教育、语言教育、数学教育、日常生活教育、自然文化教育等。

宝宝可以通过自我重复操作教具建构自己完善的人格，在自由操作中能够得到很多能力方面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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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红亮，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教商学专业。
先后从事教育、出版行业多年，曾供职于某著名教育出版集团,担任高级策划。
长期关注国内外教育，对家庭教育及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有深入研究，倡导"平等教育"的教育理念。
已出版家庭教育、青少年教育、早期教育著作多部，《如何对待受挫折的孩子》创下10万册销量，受
聘各学校讲课。
其主要作品有：《妈妈的早教决定孩子的人生》《做老师眼中的好父母》《让孩子赢在起跑点》《卡
尔威特的教育智慧》《哈佛的教育智慧》《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智商情商加速跑》《好的性格成
功的开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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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是一件神奇的事
 养育小动物——开阔眼界、培养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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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促进生理发育的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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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科学膳食——充足的营养让孩子更健康
 4—6岁宝宝的营养搭配
 宝宝们一日三餐的膳食分配
 营养供给与身高的关系
 培养宝宝良好的饮食习惯
 要注意不适合宝宝吃的食物
 学会将有营养的食品当做粮食
第十章 独立即发展——孩子需要自由的活动空问
 给孩子自由，绝不擅自干涉
 训练宝宝穿衣服和脱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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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日常家务劳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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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头人游戏，意志力的锻炼
 为宝宝松绑，在自由中“创造”天才
 宝宝的正常化，工作的自然满足
第十二章 道德教育——培养孩子分辨善恶的“内部感官”
 早教的对象应该是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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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度的保护只会让宝宝日后的生活更困难
 想要动手，但总得不到满足
 究竟是谁在无理取闹
 奖励和惩罚
第十四章 成长中的烦脑——影响孩子成长的心理障碍
 为什么会有恐惧感
 说谎是宝宝保护自己的一种本能
 自卑感的产生
 对物质的占有和依赖
 娇气和依赖对宝宝的危害
 不要成为宝宝完善自己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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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宝宝满怀恐惧地来到这个世界，当宝宝出生的时刻来临，他弱小的生命从一个熟悉的环境
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时，不得不为此做出艰难的挣扎。
尽管宝宝对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点意识，也无法表达其出生时的痛苦，但这种痛苦在宝宝心灵深
处的潜意识里打下了烙印，这就是宝宝的"出生恐惧"。
宝宝对此有所感觉，并通过哭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恐惧与痛苦。
 宝宝初来人世那一刻，随着母亲分娩时刻的到来，胎儿身边令他舒适的羊水突然减少，子宫即将送出
这个小小的客人。
宝宝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向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宝宝焦急地寻找着出口，脆弱的身体也被挤压着⋯
⋯最后，当宝宝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又将以什么方式来迎接这个小家伙呢？
 一位孕妇在预产期的前一夜，羊水就破了，被及时送进了医院。
到了预产期的这天，宝宝从母亲的肚子里面出来了。
 宝宝一生出来，那位医生就说："生了，生了！
是个漂亮女孩，眼睛大大的是双眼皮。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 母亲的心里充满了爱的力量："喜欢，都喜欢。
"其实母亲心里一直认准的是个女孩，所以很激动。
在宝宝清亮的"哇哇"声中，母亲被推出了手术室。
推进病房之后，几个护士将母亲抬到了病床上。
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身体里的麻醉药效果减弱了，可是药物的副作用却很明显。
于是，母亲感到恶心，伴随着一阵阵的作呕，但抬起上身却吐不出，伴随而来的是伤口撕裂般的疼痛
。
如此反复多次，母亲疼痛得难以忍受，噙着眼泪却坚强地隐忍着⋯⋯这就是伟大的母亲。
 前48小时如同做噩梦一般，睡了醒，醒了睡，每次醒了，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由于生物钟被打乱
，似乎总感觉亮着灯。
麻醉药的副作用就是无休无止的头痛，痛苦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子宫收缩和伤口的剧烈疼痛。
整整痛了两天两夜，母亲一直是手捂着自己的脑袋，有时间就会想：孩子，我的孩子。
此时也就忘了自己的疼痛⋯⋯意识严重模糊，也有种感觉像是一直在坐过山车，跑得好快好刺激⋯⋯
有时感觉像是在天上飞，有时候飞得好高，也有时候好像身子很沉重，只能飞得离地面一点点的距离
⋯⋯身体极度虚弱，身子底下、枕头两面一直都是湿漉漉的⋯⋯期间，母亲只见了宝宝一面，还是宝
宝刚抱出来不久，护士抱给她看。
母亲的身子不敢动，只能很费力地去看。
母亲看了宝宝一眼，见宝宝脸色有些苍白，嘴就那么大，像个雏形，一点也不好看，但心里很喜欢。
听着宝宝一直在那吧嗒吧嗒地吮吸着自己的手指，还觉得有些奇怪，但是母亲还是很快就昏睡过去了
⋯⋯ 早产或者不适当的出生方式都有可能造成新生儿的"出生创伤"，这不仅会使新生儿抗议和哭泣，
还会使宝宝以一种不正常的方式去发展，比如在婴儿期表现出的超时睡眠、睡醒时的莫名其妙大哭等
。
这都是因为宝宝对面临的世界心怀恐惧所产生的畏缩表现。
严重时宝宝长大后还可能表现出对他人的依赖，以及学习新生事物的障碍。
让我们设身处地地从婴儿的角度来想象一下出生后的情景，就不难了解这个小生命将面临的是什么样
的问题。
 新生儿认识周围世界，和外界取得联系是通过感觉和知觉来实现的，因此对新生儿的教育应着手于进
行感觉和知觉方面的训练。
所谓感知觉，是指宝宝通过鼻子、眼睛、耳朵等感觉器官，对周围环境中物体的气味、形状、颜色等
各种特性的认识。
母亲应该及时给予婴儿适当的刺激，锻炼宝宝的各种感觉器官以及调动大脑、神经系统等有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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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宝宝智力的发展。
母亲奶水不好，宝宝也会哭，可能会连续好几夜。
 母亲知道宝宝饿了，忽然心里觉得好难受，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因为母亲体会到了初为人母的滋
味。
可想想还是觉得很幸福。
通过宝宝出生前后的环境对比可以看出，宝宝出生后即面临着环境的变化，母亲应该尽自己所能，给
宝宝创造与母体类似的环境，再慢慢让宝宝适应新环境。
有些新生儿头部会有小块的淤血，就是因为在高速回旋时撞击骨盆而碰伤。
新生儿从母体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心理上要经过一番艰难的挣扎。
母亲们也要意识到这一点，在宝宝降生后，应多搂抱宝宝，让宝宝感到安全。
 自然生产过程是母子二人齐心协力的过程，母亲借着宫缩自然的力量，宝宝也不停地调整其朝向或姿
势，以寻找出口。
分娩时，宝宝会将下巴紧贴着胸部，身体蜷成一团进入骨盆。
为通过较为狭长的产道，胎宝宝的头部会配合着骨盆的形状而改变方向。
头部通过骨盆后，胎宝宝的下巴会离开头部、胸部向后仰，从产道的出口努力地挤出来。
这种神奇的现象叫"胎儿回旋"。
刚出生的宝宝一般都比较喜欢优美的音乐，母亲可以让宝宝多听悦耳的音乐。
宝宝听着悦耳动听的音乐，可以感受到快乐的满足和刺激。
多听音乐的宝宝与一般发育的同龄儿童相比，表情和眼神都要机灵得多，语言和动作发育也会早一些
。
但给宝宝听音乐时要注意音量不要太大，同时音乐的声源也不宜离宝宝的耳朵太近，以免损害宝宝的
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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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蒙台梭利的教育智慧:3岁决定孩子的一生(白金版)》在让众多父母、教师、社会人士品味和体味蒙
台梭利教育思想和理念的同时，能根据幼儿发展的敏感期，正确地遵循幼儿的成长天性与规律，并施
以恰当的引导和教育，使幼儿的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挖掘和发挥，创造性地培养出卓越和智慧的下一
代。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蒙台梭利的教育智慧>>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