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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女儿使我举世闻名    1907年，纽约召开了全美世界语大会，会上，我5岁的女儿维尼芙雷特用世界语和
著名语言学家马库罗斯基教授作了会话表演，引起了人们的赞叹。
维尼芙雷特的语言能力使马库罗斯基教授大为惊讶，他问我是怎样教育女儿的。
在我向他介绍了我的教育理念后，马库罗斯基教授当即鼓励我把这一切写下来，以书的形式使更多的
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
尽管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但由于女儿才5岁，还不能充分证明我的教育方法是成功的，因而写书的事
就没有急于进行。
后来，随着维尼芙雷特渐渐长大，她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越来越突出，这时我已经敢肯定自己的教育
方法不仅正确，而且富于独特性。
1914年，我在威斯康辛大学教育学教授奥谢博士的劝说下，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
    在我向你们介绍我的教育方法和女儿维尼芙雷特的成长之前，我必须提到老卡尔·维特博士，可以
说，他的教育思想从根本上影响了我的教育理念。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幸读到了《卡尔·维特的教育》这本书，书中的教育观念和方法使我深感震
惊，尤其是他提出的早期教育的精辟见解更是令我叹服，而他对儿子卡尔·雏特教育的成功也是大多
数人无法企及的。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萌生了一个愿望，假如我有了孩子，一定要用这样的方法去教育孩子。
如今的事实再次证明了这种教育思想的正确性，可以说，我对女儿的成功教育，在很多方面受了这本
书的启发。
但是，由于卡尔·维特与我们相隔了一个世纪，当时的社会状况与现在有很大的区别，我在对女儿的
教育上运用了很多新的理念，因而两者又有一些不同之处。
    维尼荚雷特3岁就开始写诗歌和散文，4岁能用世界语创作剧本，到了5岁，她的诗歌和散文开始发表
在各种报刊上，其中一部分已结集出版，颇受好评。
事实上，她在5岁时已能够熟练地运用8个国家的语言，并能把各种语言翻译成世界语。
斯坦福大学的罗曼斯语教授加勒德博士对维尼芙雷特翻译的一本歌谣集有过这样的评价：“把这本歌
谣集译得如此优美，只有语言学家兼诗人才能做到，而我听说译者是个年仅5岁的女孩，真是令人难
以置信。
”不仅如此，维尼芙雷特在其他的方面，如数学、物理、体育、人品等都优于别的孩子。
    有人说，维尼芙雷特的成就完全源于她的天赋。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这不仅否定了我的教育理论，也否定了人类教育事业的价值。
    我要在这本书中详细地记述维尼芙雷特的成长经历。
并尽力阐明我的教育理念。
我打算以活生生的事例来说明问题，而不是枯燥的论证。
因为要证明某种事情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陈述事实。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对孩子们和那些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的父母有所帮助。
我希望读者们知道，我的成名，是因为培养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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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斯托夫人自然教子书》是一本影响过亿万美国母亲的伟大读物。

斯托夫人在《斯托夫人自然教子书》中详细地记述了女儿维尼芙雷特的成长经历，并极力阐明她的教
育理念。
书中没有枯燥的论证，都是活生生的事例。
她的“伟大始于家庭”的观念已深入美国的千家万户，并使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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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斯托夫人(1811-1896)，美国废奴主义女作家，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
1856年，与神学院教授卡尔文·埃利斯·斯托结婚。
受父兄、丈夫的影响，斯托夫人也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
自1850年迁居缅因州以来，她接连发表了许多作品。
1851-1852年，她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在《民族时代报》上连载，很快出版了单行本，引起极大
轰动。
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而且成了美国黑人小说的滥觞，同时它对社会发展，特别是美
国废奴运动和美国内战中以林肯为代表的正义一方取得胜利产生了巨大作用。
1896年，斯托夫人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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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好习惯是一扇神秘的大门
  这个难题让我自己来解决
  不专心不成器
  最好是什么？

  追求完美才有可能完美
  解决问题的多种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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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贵的恒心
第八章  为女儿创造愉快的成长环境
  任何情况下也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
  用“暂停”来摆脱不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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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襁褓里的责任心
  做个勇敢的孩子
  培养女儿节俭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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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的习惯
  当女儿有不良行为时
  要女儿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第十一章  不为孩子做他力所能及的事
  自信是成功的基础
  孩子，你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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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一生中最感欣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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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很多人认为孩子的听觉和视觉是自然形成的，不必在这方面费心。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对婴儿的眼睛和耳朵进行有效的训练，对孩子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有的人错误地认为，婴儿的眼睛形同虚设，根本看不见东西。
实际上，婴儿只要睁开眼睛就能看见东西。
不少父母都有这样的经历：婴儿醒着的时候总是呆呆地看着窗帘或明亮的窗户。
这不是孩子看不见东西，而是没有东西可看。
    有一次，小维尼芙雷特呆呆地盯着天花板，眼里一片茫然，样子显得有些傻。
我走过去逗她：“怎么啦，小维尼？
”但她还是没有反应。
我很奇怪，女儿今天怎么这么迟钝，是不是生病了？
当时我手里正好拿着一本红色封面的书，恰巧在她的眼前晃了一下，突然，我发现她露出了笑容，并
且使劲挥舞着小手，不停地蹬腿。
我这才明白，女儿喜欢看鲜艳悦目的东西。
    那一天，我去外面买回许多颜色鲜艳的东西：漂亮的图画，颜色丰富的布娃娃，并且特地把窗帘换
成了绿黄相间的花窗帘。
为了锻炼女儿的观察能力，我在她房间的四面墙上挂了各种美丽的图片，有名画的临摹品，还有漂亮
的装饰画。
    我认为，要开启孩子的智力，图画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善于绘画的母亲培养下成长的孩子是
非常幸福的。
由于认识到了画的重要作用，在女儿还不懂事时，我就准备了许多美丽的花草和鸟兽的图画给她看。
我还给她看有漂亮插图的小人书，并不时读给她听。
这时候，小维尼芙雷特总是饶有兴趣地看着，静静地听着。
我想，孩子尽管还什么都不懂，但她已经对母亲的声音和图画的颜色感兴趣了。
    维尼芙雷特稍大一点后，我不仅给她看更多的图片，还给她买来颜料、画笔和纸，开始教她画一些
简单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当时她还不会拿笔，也许是她的手太小，根本握不紧画笔，但她仍然表现出对画画的巨
大热情。
    有时候，她看着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颜料，但又不知该怎样去用它们，于是就急得咿咿呀呀地叫，那
副样子真是太可爱了。
    有一次，我索性把各种颜料都给她挤在调色板上，让她自由自在地玩。
这样一来，她高兴极了。
结果，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
    我帮她做好准备工作后，就到别的房间去了，当我再次走进女儿的房间时，情形已经大不一样了。
小维尼芙雷特满脸都是颜色，本来洁白的衣服也成了花衣服，连地板上都到处是颜色。
我想，如果是换了别的父母，也许早就发火了。
但我没有这样，因为脸和手脏了可以洗干净，床单弄脏了可以再换，但女儿如果在我的呵斥下失去了
玩耍的乐趣，失去了对色彩的感觉，那却是再也无法挽回的事。
    “啊，维尼芙雷特，你看你，把房间搞得多脏啊。
”我虽然这样说，但语气很温和。
    后来，我注意到，在一个角落的墙壁上，有一个淡黄色的图案，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小鸭子。
当时我很激动，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女儿毕竟在墙上画了她的第一幅画。
    考虑到女儿在绘画上的“成就”，我决定教她使用画笔。
我把笔放在她的手上，耐心地教她怎样握住笔。
多次努力之后，女儿终于能牢牢地握住画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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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女儿就不再用手去抹颜料，而开始真正地用笔画画了。
    为了培养女儿对色彩的感觉，我不仅给她买了颜料，还为她买来了色谱。
耐心地教她区分不同的颜色。
天长日久，女儿居然记住了很多种颜色，不仅是红、黄、蓝这些基本色，还能说出不同灰度的颜色的
名称来。
    直到今天，维尼芙雷特一谈到色彩，还会说出一些专业的名称来。
一般说来，除了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人们通常只会说“那是红色，那是橘黄色”，或者“那是灰色”
，而维尼芙雷特从小就会说：“哦，那是紫红，那是普鲁士蓝，那种灰色有点偏黄，哦，那块黄色有
点偏绿⋯⋯”她后来虽然没有成为画家，但她对色彩的认识超过了一般人。
    维尼芙雷特曾经对我说：“妈妈，我真幸福，因为我能看到自然界中美丽的色彩。
不仅是天空和鲜花，我还能在别人不经意的地方看到色彩的细微变化。
看那张旧桌子，它的色彩变化有多么复杂啊！
简直是紫灰色和蓝灰色组成的色彩乐章⋯⋯”    维尼芙雷特会走路后，我经常带她出去散步，并让她
观察大自然中的各种色彩，其实，这时的她已经是一个小色彩专家了，她对色彩的认识甚至比我还要
强出许多。
她观察天空的颜色、原野的颜色、森林的颜色、海水的颜色、建筑物的颜色以及人们服饰的颜色，她
时而陶醉在自然界的美丽色彩之中，时而又对周围的色彩评头论足。
每一次散步，我都会听到小维尼芙雷特不停地评论周围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片天空。
上边是深蓝色，左边有点湖蓝的味道，右边在向钻蓝过渡了。
快看，快看，接近地平线的地方在向紫灰和蓝灰过渡⋯⋯”“妈妈，你看那位女士的衣服，颜色搭配
很不协调，一点也不好看，⋯⋯花里胡哨。
”“看那座教堂，色彩真是太美了⋯⋯”    每当这时候，我都感到很欣慰，并且积极参与她的观察和
评论，有时还会和她发生一点争执。
但更多的还是高兴。
因为我知道，女儿正沉浸在周围事物的美丽之中。
我认为女儿是幸福的，她不像有些人那样对身边的美视而不见，而是尽情地享受它们。
    我认为，女儿通过对周围色彩的观察，不仅得到了美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敏锐的观察力，建
立了一种独特的视觉感受力。
另外，这种善于观察的能力，对她智力的发展和潜力的开发都非常有利。
P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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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一生中最感欣慰的事    维尼芙雷特今年14岁，是“美国少年和平同盟会”的会长。
今天她还告诉我，他们不久还要组建“匹兹堡少年平等参政同盟会”。
这时，我的身边放着两本书：《我在动物园里的朋友》和《我与动物园的朋友聊天》，它们是女儿5
岁时的作品。
每当我回忆起女儿幼年时的样子，心中总是涌起的一阵阵激动的浪潮。
女儿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不仅为她的成就感到高兴，也为她的健康成长感到高兴。
同时，我也为自己成功地培养了女儿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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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斯托夫人自然教子书》是一本影响过亿万美国母亲的伟大读物。
    斯托夫人在大学期间开始接触并研究《卡尔·威特的教育》一书。
之后，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
她对女儿维尼芙雷特的成功教育，构成了一个现代教育史上极具师范意义的价值模型。
如果您是一位家长，就读读这本书吧。
之后，您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可以这么轻松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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