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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典12大家庭教育主张》是北师大陈建翔教授所编。
陈建翔是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副研究员和家庭教育专业硕士研
究生导师、国际赏识教育学会名誉主席。
　　《中国经典12大家庭教育主张》按著名人物、核心理念、经典著述、基本方法、精彩语录这样的
框架介绍了目前国内十大家教名家以及他们的经典家庭教育主张，这些著名人物以及他们的教育理念
都对我国的家庭教育事业产生了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家庭教育事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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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建翔，教育学者。
他的研究生涯，经历了独特的“教育入学三都曲”：从教育美学的早期奠基，到量子教育学的创立，
再到教育禅的探索。
近些年，他通过对“镜像神经元教育应用”课题的研究，试图对包括教育起源、间接经验的本质、天
赋遗传、理性器官、人类的双重思维系统等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和解答。
他的教育实践，主要体现在家庭教育方面，发愿以天下智慧帮助天下父母。
其中重要的工作，是把教育学术成果转化成普通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民间知识”，把教育学还给老
百姓。
他在“百家讲坛”上关于《可怜天下孩子心》的讲座，曾经引起了千万家长的共鸣和反恩；他创建的
“第三成长空间”和“天堂里的受苦人俱乐部”，为众多陷于困境的孩子和家长指点解脱之路；新近
开设的“中华父母速递大学”公益项目，则寄托了他的教育理想：直接把大学课程和大师智慧速递到
千家万户。
目前，他是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副研究员和家庭教育专业硕士
研究生导师、国际赏识教育学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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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卢梭：儿童天性的庇护者第一节 人物素描：为了真理颠沛流离第二节 经典理念：最自然的教
育就是最好的教育第三节 家教启示：儿童绝不是可以任意塑造的对象附录：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
童的样子第二章 约翰·洛克：培养绅士的教育家第一节 人物素描：不满学校教育的绅士第二节 经典
理念：德行教育是家庭教育的灵魂第三节 家教启示：让“小太阳”变身“小绅士”附录：教育上的错
误正像错配了药一样很难挽回第三章 斯宾塞：让教育变快乐的魔法师第一节 人物素描：真正的教育
启蒙者第二节 经典理念：孩子在快乐的状态下学习最有效第三节 家教启示：为孩子打造“完美生活
”附录：积极的暗示就像点燃孩子生命和智慧的火把第四章 蒙台梭利：儿童秘密的发现者第一节 人
物素描：跨世纪儿童的代言人第二节 经典理念：儿童有一种创造本能和积极的潜力第三节 家教启示
：儿童心理发展的敏感期是教育的最佳时期附录：成人要帮助儿童能力的形成而不是儿童本身第五章 
卡尔·威特：善于学习和研究的伟大父亲第一节 人物素描：平凡的牧师，伟大的父亲第二节 经典理
念：天才是后天教育的结果第三节 家教启示：天才可以培养，但不能急功近利附录：只要教育得法，
普通的孩子也会成为不平凡的人第六章 斯特娜：创造不平凡的平凡母亲第一节 人物素描：自然教育
的实验者第二节 经典理念：伟大始于家庭第三节 家教启示：做一个有责任心的母亲附录：向生活学
习，向自然学习第七章 井深大：早期教育的倡导者第一节 人物素描：从企业家到早期教育家第二节 
经典理念：重新认识教育的“起跑线”第三节 家教启示：早期教育不是提前教育附录：人类智力的潜
力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第八章 苏霍姆林斯基：浑身散发着人性芳香的教育家第一节 人物素描：教
育田野的辛勤耕耘者第二节 经典理念：教育以心灵塑造心灵第三节 家教启示：让儿童的个性全面和
谐发展附录：你教育孩子也就在教育自己第九章 铃木镇一：缔造“莫扎特”的音乐家第一节 人物素
描：用“才能教育”开拓新的教育之路第二节 经典理念：每个孩子都是天才第三节 家教启示：教孩
子学说话的心态是教育成功的秘诀附录：能力培养就像酵母发酵一样需要时间第十章 多湖辉：知道家
长教育实战的军师第一节 人物素描：杰出的教育实践者第二节 经典理念：父母是孩子成长的同龄人
第三节 家教启示：家庭教育需要父母的积极参与附录：孩子不是因为厌学而学不好，是因为学不好而
厌学第十一章 霍华德·加德纳：“多元智能”之父第一节 人物素描：以彩虹般的多样性描述孩子的
智能第二节 经典理念：人类在所有智能类型中都有创造的可能第三节 家教启示：点燃孩子独特的智
慧火花附录：每个孩子都是一个潜在的天才第十二章 阿费雷德·阿德勒：从生活中提炼思想的心理学
家第一节 人物素描：超越自卑，追求优越第二节 经典理念：儿童生而自卑，因自卑而追求超越第三
节 家教启示：帮助儿童形成健康的人格是教育儿童的首要问题附录：家庭教育需正确培养儿童的亲社
会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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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教育孩子应因其年龄之不同而不同：婴儿期，主要通过自由的活动促进儿童身体的健康教育
；幼儿期，主要进行感觉教育，如触觉、视觉、听觉；青年期，主要进行智育和劳动教育，使少年儿
童获得知识；青春期，主要进行道德教育、性教育和宗教教育。
卢梭不但肯定人的天性至善，而且肯定这种善良天性是逐步发展的。
它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作为父母，要让教育工作适应这些特征。
卢梭在《爱弥儿》中，反复强调：“教育儿童应该因其年龄之不同而不同。
从一开始就要把他放在他应处的地位上，而且要保持他在这个位置上。
”从教育要“顺应自然”的原则和教育要以培养“自然人”的目的出发，卢梭强调，教育应该要适应
儿童的年龄特征。
根据儿童及青少年身心的发育过程，卢梭把未成年人划分为四个阶段，逐一指出各阶段的身心特征，
并且根据这些特征设计了一些重点教育内容。
婴儿期：从初生到2岁在婴儿期，自然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体育。
卢梭认为，“教育是随生命的开始而开始的”，父母是儿童的天然教师，婴儿从大自然中得到最初的
体验。
婴儿期的特点是软弱无能，不能说话，只能用哭喊来请求别人帮助；他们身体柔软，喜欢活动，易于
接受锻炼；他们的感觉不成熟，理性尚未萌芽。
基于这些特点，卢梭认为这一时期，教育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自由的活动促进儿童身体的健康发育。
健康的体魄是智慧发展的基础，是儿童接受自然教育的前提条件。
因此就需要父母给予儿童充分活动的自由，其教育准则就是“多给孩子真正的自由”。
由此出发，卢梭反对捆绑婴儿的四肢，因为婴儿的自由活动不仅有益于肢体的发育和成长，而且这也
是婴儿的一种学习方式。
婴儿正是在不停的活动中，通过触摸四周的物体获得一些最初的观念，进行必要的学习。
卢梭说：“人生的第一时期，就是缺乏满足和自身软弱的时期。
他最初的呼声是哭叫和落泪。
他感觉到各种需要，但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只能用哭喊来请求别人帮助他。
”他又说：“婴儿能接受成人所不能接受的改变，他的肌肉是极具柔韧性的，你无论叫他如何转动，
都不费力；成人的肌肉比较僵硬，所以不是施以强暴的外力是不能改变它固有的运动方式的。
所以我们能使儿童强壮，却不会危及他的生命和健康。
”卢梭在培养爱弥儿的过程中发现：在出生的时候，孩子就会啼哭，他的婴儿时期就是在啼哭中度过
的。
有时候，人们为了哄他，就轻轻地摇他两下，夸他几句；有时候，人们为了不让他吵闹，就恐吓他或
责打他。
要么，他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要么，我们硬要他照我们的意思做；不是我们顺从他的想法，就是我
们要他顺从我们的想法；折中的办法是没有的，不是他命令我们，就是我们命令他。
这样一来孩子最初学到的观念就是权势和奴役。
父母应该从一开始就树立自己在孩子面前的威信。
卢梭主张应该让婴儿在乡村环境下自然地生长，注意婴儿对食物的自然选择能力。
他反对用襁褓去束缚婴儿，要求衣服宽松肥大，使婴儿的肢体可以充分自由活动；更反对对婴儿娇生
惯养，指出要“锻炼他们的体格，使他们能够忍受酷烈的季节、气候和风雨，能够忍受饥渴和疲劳”
。
卢梭对婴儿的教育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为使婴儿健康地成长，从儿童出生起就要让儿童多
在户外活动，呼吸清新的空气；应注意身体的养护，应让婴儿穿戴宽松的衣服鞋帽，使他们的四肢能
够自由地活动：不可将婴儿捆裹住，给他套上人为的枷锁；要用母乳哺养婴儿；父母要亲自教育孩子
，而不要请乳母和家庭教师；要正确对待婴儿的啼哭，既要满足他的正常需要，又不能让他养成不良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经典12大家庭教育主张/新世纪家庭>>

习惯，无理取闹。
卢梭认为，身体与精神是相互联系的，健康的身体是健全的精神的基础：身体虚弱会滋生过多的欲望
，而一切罪恶都是由虚弱而生的，儿童只要不虚弱，就无恶念，强健的儿童必然善良。
为此，他建议儿童从小就洗冷水浴，冬穿夏服，忍受严寒酷暑，适应各种环境和气候。
婴儿期的儿童感官还很不成熟，应当让儿童多活动，多动手，发展儿童的视觉、触觉等。
由于上述种种特征，卢梭认为婴儿时期的教育应以身体的养护和锻炼为主，应通过合理的饮食、衣着
、睡眠和游戏等养成健康的体魄，为儿童树立一生幸福的基础。
幼儿期：2～12岁在幼儿期，自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进行感觉教育。
这一时期儿童的身体活动能力和语言能力都发展了，他们的感觉能力也发展了，但还不适宜进行抽象
的概念和文字知识方面的教育，而应该指导儿童锻炼及发展各种感觉器官，积累丰富的感觉经验，为
下阶段的学习和理智发展打下基础。
卢梭称这一时期是“理智睡眠期”。
他描绘幼儿这一时期的心理特征为“在理性发达的年龄以前，儿童所接受的只是感觉印象，不是观念
”。
“他既无感情又无思考，他仅能感觉而已；他不曾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这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儿童是没有观念而仅有感觉印象的。
卢梭继而指出幼儿期的儿童由于没有观念，便不能有真正的判断和记忆。
他说：“我认为儿童不能判断，因而也没有真正的记忆，他们记住了事件的声音、形状和感觉，但是
很少具有观念，更难懂得事件彼此的关系。
⋯⋯他们的知识全属于感觉领域，并未进入理解的范围。
”因此，感觉教育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
卢梭认为，由于儿童的理智还处于睡眠状态，因此，不要强迫儿童去读书。
在儿童根本不喜欢读书的时候，读书对他们是无用的。
宁愿让儿童一个字也不识，也不能让他们为了学到一些学问而把其他有用的东西都牺牲了。
卢梭反对让儿童在12岁之前读书与学习，特别反对教儿童学习古典语文与历史。
他认为，对于儿童来说，“周围的事物就是一本书”。
让儿童通过活动，积累对周围事物的感觉经验，既是有益的学习，又由于摆脱了读书所造成的痛苦，
儿童会生活得自由而快乐。
他主张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锻炼触觉，通过图画、认识几何形体和制图等活动训练视觉的观察能力，
借助唱歌和听音乐发展听觉等等。
在感觉教育上，卢梭指出首先是发展触觉，其次是发展视觉，最后是发展听觉。
卢梭提出了感觉教育的具体方法，并把游戏、绘画、唱歌等活动看作是感觉教育的最好途径。
除感官训练外，卢梭还主张锻炼儿童的身体，使感官赖以存在的身体健康强壮。
幼儿才有可能充分利用感官和四肢这些智慧活动的工具，去获得丰富的认识。
卢梭批判了传统教育无视儿童的能力，让儿童学一些无用而又难懂的东西，认为这样做不仅不能发展
儿童的理智，反而会破坏儿童的天性，阻碍儿童的身体发展。
所以，他认为12岁以前的儿童应当抛开书本，在游戏和活动中欢度童年，这就是最好的学习；最适合
儿童学习的不是书本，而是周围的事物。
要注意儿童感官的发展，因为感官是儿童获得知识的工具，感觉是理性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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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经典12大家庭教育主张》内容定位清晰，人物遴选恰当，学术介绍科学，篇幅设计精当，语言
表述流畅。
以两万字左右的篇幅介绍教育专家陈建翔教授和他的学说(多是从专家本人洋洋几十万字的著作归纳，
提炼而来)，可以说是目前国内鲜见的一本权威、全面、系统、科学地介绍国内著名的家庭教育主张的
图书。
对广大父母了解家庭教育的态势，了解、选择、学习并掌握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方法，极具参考价值
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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