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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孩子》

前言

Ⅰ 玛利亚·蒙台梭利，意大利教育家和医生。出生于意大利的安科纳地区。她是意大利第一位女医学
博士，于罗马大学毕业后，在本校附属精神病院作临床助手，致力于弱智儿童教育的研究，后成为弱
智儿童学校的主任教师。没过多久，蒙台梭利又进罗马大学学习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并创办了
第一所“儿童之家”。她在实验、观察和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对世界教育带来革命性变革的蒙氏早期教
育法，赢得了各国同行的尊敬和崇高评价，如英国教育家赞誉她是“20世纪赢得世界承认的、给科学
带来进步的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美国教育家认为，“当代讨论学前教育问题，如果没有论及蒙台
梭利体系，便不能算完全”；德国教育家更是不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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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孩子》

内容概要

蒙台梭利教育法之所以能影响整个世界的教育体系，关键在于她在总结卢梭、裴斯泰格齐、福禄贝尔
等人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革命性的儿童观念。她认为儿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内
在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一种积极的、活动的、发展着的存在，它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教育的任
务就是激发和促进儿童“内在潜力”的发挥，使其按自身规律获得自然的和自由的发展。她主张，不
应该把儿童作为一种物体来对待，而应作为人来对待。儿童不是成人和教师进行灌注的容器；不是可
以任意塑造的蜡或泥；不是可以任意刻划的木块；也不是父母和教师培植的花木或饲养的动物，而是
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发展着的活生生的人。教育家、教师和父母应该仔细观察和研究儿童，
了解儿童的内心世界，发现“童年的秘密”；热爱儿童，尊重儿童的个性，促进儿童的智力、精神、
身体与个性自然发展。她还利用第一手观察资料和“儿童之家”的实验，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儿童发展
的规律。
蒙台梭利认为，每个孩子都需要去观察，对外界作出反应，去学习，去集中注意力，甚至让自己独处
。为此，蒙台梭利一直致力于打破已有的教育传统，寻求了解孩子和爱孩子的新方法。在本书中，她
描述了孩子的特性，传授了如何更充分地唤起孩子学习热情的方法。正如蒙台梭利所言：“即便是对
那些非常幼小孩子的教育，我们的目的不应是为他们上学准备，而是为了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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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孩子》

作者简介

玛利亚·蒙台梭利，出生于意大利的安科纳地区，意大利第一位女医学博士。第一所“儿童之家”的
创办者。她在实验、观察和研究基础上形成的《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蒙台梭利儿童教育手册》
、《童年的秘密》、《发现孩子》，《有吸收力的心灵》等，被译成37种语言文字，许多国家设立了
蒙台梭利协会或蒙台梭利培训机构，以她名字命名的蒙台梭利学校遍及110个国家。她的传记被列入12
位“帮助世界的人们”传记丛书之一。英国教育家赞誉她为“20世纪赢得世界公认的推进科学和人类
进步的最伟大科学家之一”；美国教育家赞誉道：“当代讨论学前教育问题，如果没有论及蒙台梭利
体系，便不能算完全”；德国教育家这样评论：“在教育史上，能像蒙台梭利教育法如此举世瞩目的
并不多见”。在日益重视素质教育的中国，以她的思想为基础创立的蒙台梭利婴幼儿早期教育班也越
来越受到家长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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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孩子》

书籍目录

1 儿童是什么
2 新生儿的诞生
3 心理胚胎
4 有吸收性心智的本质
5 心灵是怎样建构的
6 孩子的行为能力
7 三岁孩子
8 让孩子回归自然 
9 儿童的公民权利
10 怎样接受进入这个世界的婴儿
11 爱的导师
12 让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
13 新时代老师
14 成人和儿童
15 为孩子提供美丽、适宜的环境
16 培养孩子稳定的注意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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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孩子》

章节摘录

　　让我们继续讲述有关身体营养的例子。在这方面我们应考虑到，婴儿在长了牙齿后就能产生胃液
了，因而要求给他配置更复杂的膳食，我们成人会利用现代一切烹调技术及其他可能手段，使他们获
得最好的营养，直到他长大成人。而实际上，为了保证儿童的身体健康，他只能吸食其机体最直接需
要的食物。如果他所食用的物品过杂，或是不寻常的、不适宜的，甚至是有毒的食物，其结果必然导
致他营养不足、甚至自我毒害，由此遭至“疾病”。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讨论注意力的问题。对于大
一点的孩子，应让他们优先关注那些作为生命基础的本性和作为生活基础的刺激之间相对应的基本事
实，无论它们怎样变化，这些始终应作为教育的基础。　　我的这一观点遭到了“专家们”的反对，
对此我早有准备。“专家们”认为，儿童必须养成注意任何东西的习惯，甚至包括那些他们不喜欢的
东西，这是实际生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因此他们必 须为此而努力。　　这种论点是建立在偏见之上
的，它与家庭里面严厉的父亲所说的：“儿童们应习惯吃任何东西。”之类的话差不多。在这里，道
德教育被抛置一边。这实在让人感到可悲。好在这种命令式的教育现在已过时了，假如这种做法还流
行的话，做父亲的就会罚他们的孩子整天禁食，原因是孩子在吃午饭时拒绝吃一道他不喜欢的莱，也
就是说，孩子除了吃那道被他拒绝的莱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准吃，哪怕这道莱已变凉，甚至令他
作呕。到最后，由于饥饿削弱了儿童的意志，扑灭了他的幻想，他才只好将那盘冷食一吞而尽。那位
当父亲的居然还理直气壮地说，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排孩子的生活，我的儿子会吃下任何提供给他
的东西，他不贪吃，也不任性。那时，为了让孩子克服贪吃的毛病，他们采取的办法极其粗暴：“在
他们还没有吃晚饭的时候就把他们送上床。”　　直至目前，那些坚持认为儿童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东
西也要予以注意的人就采取了类似的方法。然而，即使一个孩子没有偏食的习惯，那些“冷的、令人
作呕的食物”也不会变得香气扑鼻，这类不容易使他消化的食物只会毒害不愿意进食者的身体，并使
其越采越虚弱。　　被这样要求的孩子是不可能拥有坚强的精神去应对生活中的困难和可能发生的各
种事情的。那些在吞咽了冷汤或不易消化食物后马上就上床的孩子，他们的身体往往发育不良。一旦
遇上传染病，他们会因为抵抗力差而很容易病倒。另一方面，从道德上讲也对他的成长不利。由于他
在童年时期有许多未满足的欲望，而在他的内心则把这些欲望的满足视为最大的自由和最大的快乐，
当他成长为成年人后，就会在吃喝上毫无节制。与这类人的表现迥然不同，今天的男孩由于向他们提
供了合理的喂养，使他们有了一副健康的身体，也使他们成为了有节制的人。他吃东西时是在追求一
种健康的生活，他反对酗酒，不会无节制地进食，因为他知道这对身体有害。一个现代人能从多方面
抵御传染病的侵袭，他会在没有任何强迫之下便努力作好各种防备；能勇于尝试与从事各种艰苦、费
力的运动；会试图去完成一些伟大的事业；能够勇于面对冷酷的道德冲突，并能使自己的精神净化。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意志坚强、精神不倒和能及时做出决断的人。　　一个人的内在生活发展得越
正常，他就越能成为一个有个性之人，他就越能培育出坚强的意志和健全的心智。一个要在人生道路
上搏击的人，他不必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准备，但他必须是一个坚强的人。他身上所具有的强力是日
复一日储备而来的，没有哪个英雄在做出英雄业绩前就是英雄。我们未来生活的艰苦程度是无法预见
的，也不会有人为我们准备如何去迎接它的方法，一个人只有朝气蓬勃才能应对任何事情。　　当一
个生物正处于进化过程中时，生物学家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保证它的正常发育。同样，胎儿必须用血来
滋养，新生儿则需要奶来抚育。当胎儿在子宫内生活时，一旦血里的蛋白质和氧气缺乏，或有毒物质
进入机体，这个生命将不能得到正常发育，产后的照料是不可能使一个先天不足的人强壮起来的。如
果婴儿缺乏足够的奶，他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处于营养不良，这等于是宣告他将永远处于劣等状态。躺
着吃奶、充足的睡眠，就是在“为行走做准备”。正是在吃奶的过程中，婴儿开始长牙了。鸟巢里刚
会飞的小鸟，它们不是马上去训练飞行的方式，而是在那温暖的、有食物的小窝里保持不动，也就是
说是在为生活做着间接的准备。　　鸟儿飞翔的技巧、野兽的凶猛、夜莺的歌声、蝴蝶翅膀上斑驳的
美丽，诸如此类的自然壮观景象，如果它们没有在秘密的巢里、洞穴中或孤独的茧里做准备，是万万
也无法观赏到的。自然界的万物在形成过程中只要求有一个宁静的环境，所有其他一切都不能替代它
的功能。　　儿童精神的发育也同样需要找到一处温暖的巢。只有在那里，才能保证他的营养，为他
以后的发展做准备。因此，向儿童提供与其精神形成倾向一致的物体是十分必要的，其目的就在于：
以最小的代价尽可能地充分发展人的潜能。这正是教育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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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孩子》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了解孩子特性及更充分激励他们潜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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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孩子》

编辑推荐

《发现孩子:了解和爱孩子的新方法》蒙台梭利认为，每个孩子都需要去观察，对外界作出反应，去学
习，去集中注意力，甚至让自己独处。为此，蒙台梭利一直致力于打破已有的教育传统，寻求了解孩
子和爱孩子的新方法。在《发现孩子:了解和爱孩子的新方法》中，她描述了孩子的特性，传授了如何
更充分地唤起孩子学习热情的方法。正如蒙台梭利所言："即便是对那些非常幼小孩子的教育，我们的
目的不应是为他们上学准备，而是为了他们的生活。"

Page 8



《发现孩子》

精彩短评

1、蒙氏的经典之作
2、这本蒙台梭利教材的翻译主要介绍的是儿童的心理成长过程，指导教师和家长如何帮助孩子适应
社会。蒙台梭利提倡不要压抑孩子的发展，要尊重孩子的行为和选择。她提倡对孩子的稳定的注意力
和坚强的意志力进行培养。也要对孩子的智力和想象力进行培养。在家庭教育中，家长不必充当完人
。家长也要能够自省，虚心接受孩子的公正批评。
3、子（了解和爱孩子的新方法）
4、写得好晦涩。不过那些原则很有教育意义 
5、蒙氏思想在这本书中外延扩大了一些，对智力、意识做了更多的阐述。
6、朋友推荐朋
7、阅读时间：2012年11月
给孩子自由，让“内在生命力”自己发展。
8、前90页很感人。
9、喜欢蒙台梭利
10、书还是不错的,但是感觉全是理论,所有有点点枯燥
11、在蒙台梭利那里，教育从来不仅仅是教育本身，而俨然是哲学，是人生。
12、想象力与意志
13、蒙台梭利老太太的书总是这样难读懂，可能是隔着时代的限制吧，但偶尔会有让人醍醐灌顶茅塞
顿开的思想，比如智慧不是靠背诵的堆叠，比如把孩子早期心智开发比作人类早期的狩猎工作
14、2015
15、教育孩子要顺其自然，这真的是一项大工程，我们家长真应该多了解一些先进的育子理念。
16、挺有意思的书，但孩子真的是大人的受害者么？
17、前半部分写得很好，后半部分怎么那么拖沓冗长?不过还是值得一读
18、正在看，很不错的书，一直很欣赏蒙台梭利的教育方法。
19、教育用书，挺好的。
20、翻译的关系吗？读不下去
21、如果当初我能遇到这样的老师或者家长读过就好了。不会带孩子就一旁呆着，不会带小孩就不要
生啊，双方都不幸
22、这本书很不错，我们全家都很喜欢！
23、有亮光的书
24、尊重孩子天性发展的教育理念，有启发。
25、里面关于家庭的那章获益很多，有机会再详述
26、读完这本书让我了解了孩子应该怎样去爱，使我对待孩子有了新的认识
27、这是目前看的这系列的三本中我最喜欢的一本，育儿理念，富有哲学意味的思考，值得一读，也
让人思考作为一名教师的意义所在。
28、观点多于方法。知易行难。需要配合其他蒙氏著作一起。部分反例过于古老。希望有更接近当代
的蒙氏专家著述。
29、书是看下来了，但许多思想需要咀嚼吸收，另外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运用在实际中。
30、秉持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对吸收性心灵、敏感期等有详尽的介绍，书中的教育原则都很有教育意
义，但是过分夸大了儿童的能力，同时将成人、教育者放在一个比较消极被动的位置。
而且章姐内脉络不清，有点啰嗦，让人读不下去。

31、201702# 跟《童年的秘密》重合很多，阐述了在儿童的各个方面的一些教育观念和指导性原则，没
有太多具体的方法论
32、值得二刷三刷。
33、不错,很喜欢,是单位买的.
34、让我想起小王子序言里面,安东尼说,送给曾经是小孩子的莱翁·维尔特...一本理论书看得我几欲落
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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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孩子》

35、蒙台梭利教育法
36、受益匪浅
37、初级了解是一本不错的启蒙读物。
38、蒙特梭利系列 第四
39、蒙台梭利的几本书都强调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借助孩子的内在力量，让他们自我学习，每一
个婴幼儿都有一种创造本能，他能借助周围环境构建一个精神世界，这些成长过程与一段时期密切相
关，即敏感期，「感觉是智力源泉」，成人创造合适的环境非常重要。而难就难在，什么是合适环境
，怎么能借助到孩子内在力量？
40、这本不是原著的翻译吧，对比新版目录都不一样：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889841/ 
41、盗版
42、前面几章看得有点迷糊，到后面才算有点感悟。家长和老师要做观察者，创造适宜的环境，让孩
子自由的探索。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孩子身上
这一系列还有其它基本书，分别是蒙台梭利儿童教育手册，童年的秘密，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有吸
引力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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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孩子》

精彩书评

1、这本书是蒙氏晚年（快80岁了）之作，是对自己的教育思想做进一步的总结和深化，并就心灵的构
建、意志、智力、想像力等问题上结合哲学、心理学做了更深入的探讨，试图探讨儿童心理成长更深
层的原理。　　开始的几节，作者大体上回顾了蒙氏思想的主要内涵，独立，自由，对孩子的充分尊
重和了解，孩子的公民权（与成人的平等），感官练习的作用等。这些回顾秉承蒙氏的风格，有点述
而不作的大师风格，都是谈话式的。内容上依然有宗教色彩，有明显的西方社会和时代的特点。有以
下几个观点是本书首次提到的：1. 心灵的构建：孩子开始有多个敏感点，这些点是相对独立，并以各
自为中心吸收外界信息，并取得经验，逐渐的这些敏感点各自趋于成熟，并逐渐联系起来，最终构建
一个完整的心灵。这个过程要孩子自己完成，成人只能提供环境。孩子自己才是心灵大厦的建筑师，
成人只能提供建筑材料。这里，有一个问题要特别注意：心灵的构建过程只有一次，一旦形成之后，
有些核心部分在成人之后就很难改变了，并形成成人的适应障碍。仿佛盖房子，主体部分的材料在房
子建好就无法替换。因此，在孩子心灵构建的过程中，成人要通过改善环境，来提供给儿童最好的心
灵构建的材料。2. 纠错：注意纠正孩子行为中的错误。给孩子自由和独立，并不等于放任。可以放手
、尊重孩子所有的合理活动，但一定要及时纠正错误。教育的关键就是想办法让孩子避免错误，并使
孩子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改正错误，走向正轨。3. 注意力（专注力）：注意力是通往精神健康之
门，也是精神健康的基础。感觉练习就是为了培养注意力。注意力是智力的源泉，也是品格道德的源
泉。而注意力又和独立、自由、爱、尊重、兴趣、环境等等相关，没有这些因素，注意力难以形成。
天才就是有超常的注意力，和区别差异的能力（见后面的智力部分）。4. 意志：影响才能的发挥的因
素中，持续起作用的是意志。意识是通过行动来体现的，没有行动就没有意志。而意志又是冲动和抑
制两个因素平衡、合理的结果。意识是通过孩子不断地自己做决定并采取行动而得到锻炼的。判断、
决定、行动，周而复始，逐步完善并强壮意志。5. 智力：智力的发展以自由为前提，自由地思考、自
由地行动才能使智力得到发展。对“差异”的感知和识别是智力活动的开始。收集材料并加以区别是
形成智力的初步过程。同时，智力和“快”紧密相关的，必须快速的进行智力活动。对材料的快速区
别，并对熟悉的工作进行有组织的，调理分明、层次清晰的再安排，这就是智力活动，最终，儿童通
过逻辑思维和辨别能力，区分和抽象出事物及特征，并基于现实的基础进行再创造，完成整个智力活
动。区分--&gt;判断--&gt;抽象--&gt;决定--&gt;行动--&gt;创造。最后，高级的智力活动可以愉悦身心，
形成完美的人格。6.想像力：想像力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没有科学和现实基础的幻想是有害的
。使孩子陷入轻信的误区，并延长幼稚期，有损身心成长。最后，重要的三原则：1. 尊重儿童进行中
的活动，不干扰其注意力，观察其目的。2. 尊重儿童的意愿，培养独立和责任。3. 慎重与儿童相处，
做伙伴，避免自认权威、以成人价值观为标准。蒙氏在试图完善自己的教育理论，并追寻背后的哲学
、心理学基础。但蒙氏把毕生的经历放在实践、推广教育思想上，其教育理论从1908年确立之后，
到1952年去世，并没有系统的深化和进展。她所作的努力还是一位实践家的思考，理论上没有什么突
破。某种意义上，蒙氏的风格像孔子，述而不作，身体力行。而且，比较奇怪的是，这本书没有对孩
子道德方面的养成做进一步探讨。还是停留在通过意志力，智力的发展，以及成人随时对孩子的错误
的引导，孩子就能自己形成良好的品德，成人不用做别的努力。存疑。上面几点是孩子精神健康的几
个要素，这些要素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并都以自由、人权（既然生而平等，为什么孩子的人权总不受
尊重？）、独立、适合的环境为基础。这样，蒙氏的整个思想体系应该在我们的脑中已经逐步形成。
2、蒙台梭利的时代，还是心理学刚刚起步的时代。那个时候精神分析还在轰轰烈烈地搞，皮亚杰还
是个小屁孩。蒙台梭利言辞激烈，猛烈的抨击了当时吃人的教育现状，但她所有的观察和内省都是非
常深刻的。她的阶段发展论，在人格发展方面，跟精神分析派的埃里克森有些接近，不过不如埃里克
森详细，埃里克森详细列出了个人发展的8个阶段；在认知发展方面，有点儿像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
前戏，当然也不及皮亚杰更加的详细和科学。但蒙台梭利的综合精神是正确的，在小孩子的发展方面
，无论从认知，还是从人格，都没有错误。她唯一的问题也是很多饱含对生命的热爱和崇敬的人、感
情丰富、哀婉的人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就是无法接受残酷、不完美的东西，以为人的生命是终极价
值——这让我想起89学/潮的那个学生领袖柴/静，都有一种失去理智地下意识捍卫自己内心某种病态
的东西。她对人的尊贵和priceless的看法是不太正确的。当然她那个时候或许科学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
水平。所以她有这种看法也是难免的。而且她还赞美造物主——哈哈。不过还是要强烈推荐给所有要
生儿育女，或者像我这样并不打算生儿育女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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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很多动物选择食物的例子告诉我们，动物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吃某些食物，它们
也是为完成大自然的某个使命而吃。不管是生物还是无生命物质，所有成员巧妙合作，都是为了整个
大自然的和谐存在而进行的。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让我们享受而存在的，但我们的存在却是为了让这
个世界继续向前发展。不要刻意不让孩子接触容易打碎的东西，若它们被打碎，这种结果就是在对孩
子粗鲁动作提出警告，警告他们要小心行事。不为儿童的自然发展设置障碍情景模拟玩具给孩子提供
了一个假的厨房、工具等环境，对小孩并没有什么用也没有吸引力，不如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生活场
景中。老师示范教具要靠操作演示示范，不用多说。当孩子自己玩得很好的时候，不要打断他。不要
忽视孩子的情绪需求，也不要过分夸大他的感受，要给予适当的满足。想象不是建立在现实和真理的
基础上，就容易成为负面的力量，压抑智利的发展，阻碍真知的展现。所以要培养孩子的想象力，我
们要用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知识经验来丰富孩子的头脑，让孩子成为环境中事物的主人，自由成长。
佩服作者，对孩子的成长，抱有如此自由纯粹不功利的心态。一切自有天意，相信孩子会自然盛放，
我们只要在一旁安然守护即可。即使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依然对这个世界抱有如此美好的想法。以
及，她也太会写了吧，啰里八嗦这么多废话，写得还这么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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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发现孩子》的笔记-第27页

        为什么牛会选择最难消化的青草作食物，并为此发展出四个胃来呢？如果只是为了生存问题，它
吃别的东西可能更容易，因为其数量也很多。但数千年过去了，我们仍看见牛依然只吃草。经过仔细
观察，你可以看见，牛是在靠近草的根部将草咬断，并为连根拔起，好像它们知道青草需要这样修剪
才能使地下茎长得好，否则很快就要开花、结籽、枯死。...所以牛的行为似乎是为着自然的目的而设
计，正如乌鸦与秃鹰是为另一面的服务设计的，它们是自然界的清道夫。

2、《发现孩子》的笔记-第1页

        1.三岁孩子必须为他自己摆弄东西。如果给他依其身材比例制作的东西，容许他学着大人一样操作
，他整个性格就会变得平和、满足。

 

2.让孩子回归自然。我们必须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应尽可能地把一切留给自然，因为婴儿越是能得到
自由的发展，他就越能形成更为协调的身体比例，越能造就更为健全的机能。

 

3.我们必须让孩子生活在一个他们能够自己把握的生活环境中。一个属于孩子的小盥洗台，几把小椅
子，一个孩子能打得开抽屉的柜子，一些孩子能够使用的日常用具，一张晚上睡觉用的小床，和一床
孩子可以自己叠放的漂亮毯子。我们必须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既能居住也能玩乐的环境之中。

 

4.尊重孩子正在进行的所有合理活动，并试图了解他们的活动的目的。

 

5.我们必须尽可能支持孩子活动的意愿，培养孩子独立的个性，不让孩子养成依赖的习惯。

 

6.我们必须时时警觉和孩子之间的相处之道，因为孩子的感情——特别是对外来的影响，比我们想象
的还要细腻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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