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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教育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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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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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这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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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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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顺天致性，桃李天下——学生管理　　一、儿童管理的目的　　儿童并未带着他们的意志
来到世界，是不能产生任何道德关系的，因此父母们便可以（一方面出于自发，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社
会需要）如同驾驭物具一样驾驭儿童。
而且父母们很清楚，现在他们可以不征询儿童的意见，任意对待儿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他们的
孩子身上造就出一种意志来。
而这种意志，假如要避免那种双方都不愿意容忍的争吵所导致的不调和态度的话，是人们所必须具备
的。
但是，儿童很久以后才会具备意志，起初儿童并没有形成一种能下决断的真正意志，有的只是一种处
处都会表现出来的不服从的烈性。
这种烈性就是不守秩序的根源，它扰乱成人的安排，并把儿童未来的人格本身也置于种种危险之中。
这种烈性是必须克服的，不然，儿童不守秩序的行为就可能被认为是儿童监护人的过失了。
在儿童表现出具有真正意志的迹象之前，其烈性的克服是可以通过强制来实现的，而且为了完全获得
成功，这种强制恰恰必须是强有力的，并必须经常重复使用。
实践哲学的原理就是要求这样做的。
　　但是，这种盲目的烈性情绪的苗子，这种原始的欲望，仍然存在于儿童身上，甚至逐年增长扩大
。
所以为了要使那种在烈性与欲望中成长起来的意志不被它们造成具有反社会的倾向，就有必要经常对
它们保持明显的压制。
　　成年人和理智的有教养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接受自己管理自己的任务。
但是也有些人却始终不能达到这种境地。
社会便把他们始终置于受监护的状态，把他们中的一部分称为白痴和浪人。
也有些人确实养成了反社会的意志，社会不可避免地同他们发生斗争。
最终，他们往往都受到了他们应得的报应。
但是这种斗争对社会本身来说也是一种道德上的罪恶，是应当避免的，而儿童管理就是许多必要的预
防措施之一。
　　儿童管理的目的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现在和将来对别人与儿童自己造成危害；一方面
是为了避免不调和斗争本身；最后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社会参与它没有充分权力参与却被迫要参与的那
种冲突。
　　总而言之，这种管理并非要在儿童心灵中达到任何目的，而仅仅是要创造一种秩序。
然而，读者不久就会清楚，儿童心灵的培育是完全不能忽视管理的。
　　二、儿童管理的措施　　一切管理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威胁。
而一切管理在运用威胁时有触及两种暗礁的危险：一方面有些本性顽强的儿童蔑视任何威胁，敢于做
他们可以想做的一切；另一方面有更多的儿童，他们太软弱，以致不能承受威胁，在他们身上，恐惧
反而会助长欲望。
两种结果，或此或彼是不可避免的。
　　儿童管理触及第一种暗礁的情况是罕有的，实际上无须忧虑，只要不太迟的话，这正是进行真正
教育的极好机会。
但是儿童在轻率状态中表现出来的软弱与健忘使纯粹的威胁成为极不可信赖的手段，因此人们早就把
监督看成是儿童管理所不能缺少的手段了。
与其他任何种管理手段相比，它在儿童管理中尤其不能缺少。
　　我几乎不敢对监督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
至少我不想急于表示并详尽地加以阐述。
否则，父母与教育者们将会认真地认为这本书势必造成危害。
对公共教育机构内严格监督所造成的效果的有关事例了解得太多，这也许是我的不幸，也许我就保障
生命安全与四肢健康来看，太多地相信了这样一种观念：必须使孩子与青少年敢于成为男子汉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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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做简短的提醒已绰绰有余了，要知道拘泥于细节的和经常的监督对于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来说同
样是一种负担，因此双方都常常千方百计要回避它，并一有机会就会把它抛弃掉。
要知道监督的需要将随着其被使用的程度而增加，到了最后，任何停止监督的时刻都将造成极大的危
险；其次，要知道监督还会妨碍儿童自己控制自己，考验自己，使他们不能认识许许多多事物，而这
些事物是永远不会被引入教育体系之中，只有通过自己探索才能发现的；最后，要知道由于所有这些
原因，那种唯有从本人意志中产生的行为所构成的性格，将根据被监督者寻找到摆脱监督的出路的多
少，或者保持软弱状态，或者变得古怪起来。
这是长期进行监督的结果，很少在儿童的早年发生，同样很少在具有特殊危险的短时期内发生；因为
在这种危险时期，监督当然可以被作为极严格地执行的义务。
在这些可以被视为例外的情况下，人们必须选择最认真和最勤奋的监督者，而不是真正的教育者；如
果我们越是不能假定在这种情况下可给教育者施展本领的机会，那么在这方面就越会错用他们。
假如要把监督作为常规工作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要求那些在监督压制下成长的人们机智敏捷，具有创
造能力，具有果敢精神和自信行为；我们也许只能期待产生这样的人，他们始终只是单调刻板的，并
习惯于墨守成规俗套，不思改变，而对于高尚与奇特的事件则畏缩不前，把自身葬送于庸庸碌碌与安
逸之中。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赞成我意见的人谨请小心，不要认为你们对孩子不加监督，不加教养，放任他们
撒野就能培养出伟大的品格来！
教育乃是始终不渝地进行工作的一个重要整体，它要求及时地从一个终点过渡到另一个终点上去，仅
仅避免某些错误是无济于事的！
　　当我进而讨论至儿童管理必须给予儿童心灵以帮助——权威与爱的时候，我的意见也许又与其他
教育家相接近了。
　　心智服从权威，权威能约束其超出常规的活动，因此非常有助于扑灭一种倾向于正在形成的邪恶
的意志。
对于那些具有最活跃天性的人来说，权威是最不可缺少的，因为这些人不管善与恶都会去尝试，而只
有当他们在恶中不迷惑时，才会追随善。
但是人们只能通过卓越的智慧获得权威，而卓越到什么程度才能获得权威，如大家知道的，是不能作
出规定的。
权威必须将教育置之度外而单独发挥作用。
一种坚定不移而远大的行为显然始于足下，并必须按照其本身的笔直的道路前进，注意周围各种情况
，而不为某些具有较软弱意志的人的好恶所左右。
假如一个轻率的孩子粗鲁地闯进禁阻的圈子，那么必须使他感到他可能引起什么样的损害；假如他产
生了要破坏的不良意向，那么这种意图，只要它已变成或者可能变成事实，都必须受到充分的惩罚；
但假如他对恶的意志，包括对冒犯别人的行为，作出纵容，则必须使他感到惭愧。
儿童管理像国家管理一样都不太能对恶的意志进行惩罚。
给予这种恶的意志以深刻的否定，使它受到挫伤，这乃是教育要做的事情。
而这方面的教育工作，只有当管理完成了它的使命之后，才能开始。
在应用业已获得的权威的时候，要求超越管理而考虑到真正的教育本身，因为虽然直接通过让学生消
极服从权威来对他们进行心智培养将一无所获，但这对于学生以后的思想范围的限定或者扩大来说是
非常重要的，他们今后将要在这种思想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活动，并独立地创造自我。
　　爱基于情感的和谐，同时基于适应。
由此显而易见，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说要获得爱是多么难。
一个孤僻的人，一个说话生硬并斤斤计较的人，他肯定得不到爱；而另外有一种与儿童亲近的人，他
们本来应该在乐意与儿童相处的同时慎重对待儿童，但他们却在参与儿童玩乐时追求自己的玩乐，这
种人也是得不到爱的。
爱所要求的感情和谐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产生：教育者深入到学生的感情中去，十分巧妙地悄悄融合在
学生的感情中；或者他设法使学生的感情以某种方式接近他自己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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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较为困难，虽然如此，后者仍然是必须与前者结合起来采用的，因为只有当学生能够用某一种方
式与教育者交往的时候，学生才能致力于他与教育者关系的发展。
　　但是孩子的爱如果没有足够的相应的反应加以充实的话，那将是反复无常的！
较长的时间、温柔的爱抚、单独的交往将加强这种关系。
一旦获得了爱，它就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减轻管理的困难，这是自不待言的。
但它对于真正的教育来说又是多么重要（因为它把教育者的心向告诉了学生），以致那些很乐意利用
并很糟糕地利用爱来为自己随心所欲支配儿童服务的人，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
　　父亲极自然地享有权威，因为一切都要服从他，一切要靠他，家庭的一切安排由他决定与改变，
或者更确切地说，母亲也似乎使一切都顺从他。
这样在他身上就极明显地呈现出智慧优势来，这样的优势使他有可能用几句否定的话，或者几句赞同
的话，使人感到沮丧或感到欢欣。
　　爱则极自然是母亲所具有的，没有人像她那样能够通过各种牺牲去探索并学会理解儿童的需要；
她早就为儿童准备和编制了一种语言，并比任何人都早得多地找到传授给小孩语言的途径；她那由性
别决定的温柔有利于她轻而易举地懂得用和谐的声音适应其孩子的感情，以至其温柔的力量永远不会
被误用，也永远不会丧失其效果。
　　倘若权威与爱在需要进一步的管理手段之前一直是保持儿童最初服从的效果的最好手段的话，那
么我们希望会遵循这一点，让管理最好保留在那些自然地得到信赖的人手中；而相反，真正的教育，
这里主要指思想范围的培养，也许只能出自那些进行过特殊训练的人，那些能使人的思想范围向四面
八方伸展开去的人以及那些在这方面能尽量精确地判断什么是更高尚，什么是较深湛，什么是更艰险
，什么是更平坦的人。
但是，因为权威与爱对教育具有很大的间接影响，所以儿童思想的培养者（无疑给予他的信赖始终只
限于有限的允许范围）不应当带着傲慢的态度默默地、自成一体地，并排斥父母来进行他的工作，否
则就会因此破坏他们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他难以获得补偿的。
　　诚然，假如应当由父母以外的其他人来承担儿童的管理的话，那么这取决于是否能把管理安排得
尽可能容易些。
而这又要视儿童的好动性同其活动余地的关系而定。
在城市中儿童可能给许多人造成许多破坏，在这里他们必须被看管在狭小的范围内。
儿童所破坏的是如此之多，因为许多儿童在一起相互做出的榜样能够刺激与增进儿童的好动性。
因此没有一个地方比在城市的教育机构更难进行管理，这些机构尽管称为教育机构，但确确实实是名
不副实的，因为在这里进行管理尚且这样费力，更何况进行教育呢？
相反，在乡村，只要不至于因为对许多儿童所负的责任而做出各种对儿童来说往往过分谨小慎微的规
定，那么教育机构也许可以利用活动范围宽广的优点。
要知道这种规定虽是为了防止某种作恶的意志，事实上却会引起必然的、最普遍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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