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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成长》

前言

　　蒙台梭利教育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而在我国真正开始传播与推广，不过二十余年。在这短短的
二十年中，尽管对蒙台梭利方法的理解仍有很多困难、矛盾，尽管已成立的蒙台梭利学校存在诸多问
题，蒙台梭利教育却广泛流传并遍及全国。正像蒙台梭利在她的著作《人的成长》中所言：“蒙台梭
利方法的传播比任何一种现代教育方法都快。⋯⋯蒙台梭利方法就像是不断酝酿的酵母，又像是随风
播撒的种子一样，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　　蒙台梭利教育的秘密到底在哪里？要想彻底弄清楚，
除了去追随她的原著，恐怕没有更简捷的路可走。而在我国，自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卢乐山教授编著
的《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一书出版至今，翻译引进的蒙台梭利原著仍极不完整。此番中国发展出版
社联合中国蒙台梭利国际教育培训中心（MTC），基于国际蒙台梭利协会（AMI）的授权与严谨审核
，推出“蒙台梭利教育原著全译本”丛书，即是希望从基础的工作做起，帮助读者接触到真正的、完
整的蒙台梭利原著；并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实践者从基础的工作做起，懂得真正的蒙台梭利教育，
传播、实践真正的蒙台梭利教育，为了孩子，也为了我们自己。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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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成长》

内容概要

从人格的层面，从人的发展整体考虑盘年期的教育原刚
    意大利玛丽亚·蒙台梭利编著的《人的成长》何谓人格？从哪里开始？人何时成为人？毫无疑问，
从本质上来说，人格只有一个，且贯穿不同的发展阶段。不管我们所认为的人类是什么，不管处于哪
个年龄阶段，不管是小学生、少年、青年还是成人。都是从孩子开始逐渐长大成人，其闻人格的协调
一致从未改变过。既然人的个性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是完整的统一体，我们就应该构建一种涉及
各年龄阶段的教育原则。
    《人的成长》蒙台梭利教育着重的是人格。而非某种教育方法。它是一种帮助人类获得独立，也是
一种使人格摆脱传统教育偏见和压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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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人的成长
The Formation Of Man
Contents 目录
Part 1　偏见与星云
引言
什么是蒙台梭利方法？我们可以将“方法”理解为“为使人的个性获得独立而给予的帮助”，或“把
人的个性从传统教育偏见的压迫中解救出来的一种手段”。
矛盾
什么是蒙台梭利方法？
我们未曾真正认识的“人”
人的研究
我们的社会现状
新教育的任务
Part 2　科学和教育中的偏见
儿童内在自然秩序的展现及其障碍
所有的这一切都十分清晰。在成长过程中，人的潜意识当中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推动着人的成长，正
是这种内在的驱动力促成每一个体的构建。
启示与障碍
前例
儿童的心智形式
牧内美
纪律
秩序与良善
健康与偏态
成长的基础
开阔心胸的教育
科学和教育中对儿童的偏见
世上所有家长的内心都有一种“潜意识的自卫机制”，整个社会也形成一种集体潜意识，一致远离并
压抑儿童——这是为他好，是对他负责，甚至是为他牺牲。
文化的获得
儿童的社会问题
奥姆比斯
星云
我们可以假设存在某种语言的遗传特质，它就像一团星云，起初并没有坚实的形态，似乎悄然无息，
但若没有它，任何语言都不可能有发展的机会。
人与动物
儿童的功能
心理胚胎
吸收性心智
适应
与世界接触
结论
Part 3　世界范围内的读写问题
最初的阅读是按成人的偏见，即成人按照想象中儿童应循序克服困难而设定的：从短词到长词，从简
单音节到复合音节，等等。也就是说，在每一个阶段，儿童面前都被设置了一些他们必须克服的障碍
。实际上那些困难并不存在。
专制与扫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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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与儿童
读写是文化的基础
书写爆发
活动字母
写前的预备
阅读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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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成长》

章节摘录

　　什么是蒙台梭利方法？我们可以将“方法”理解为“为使人的个性获得独立而给予的帮助”，或
“把人的个性从传统教育偏见的压迫中解救出来的一种手段”。　　矛盾自我们正式开展工作到现在
，已有差不多半个世纪之久。1907年，第一所“儿童之家”成立。几乎自儿童之家落成开始，我们这
种关于儿童教育的新理念、新方法随即就在全世界流传开来。在此期间，发生过两次席卷欧洲乃 至全
球的战争，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也未能摧毁这场教育运动——它已在许多国家扎根。　　随着时间的
推移，我们对儿童教育的重要性更加深信不疑，我们希望能够为这项工作注人新的活力，使之成为重
建现代社会的有效途径。因为现代社会被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肆意破坏，已经面目全非。　　我觉得
自己仿佛正面对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家庭，它必然会沿着我们所开拓的道路向前迈进。尽管它年轻力壮
，但仍十分需要信心和希望。　　我想在本书中明确一下我们这项工作的定位。为什么人们在谈论“
蒙台梭利学校”和“蒙台梭利方法”的时候，会有那么多的困难、那么多的矛盾和那么多的不确定？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和困惑，我们的学校却依然在发展，甚至在遥远的国度都得以壮大。在夏威夷群岛
、檀香山、格陵兰岛、印度、尼日利亚、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都能找到蒙台梭利学校，事实上，
蒙台梭利学校已遍及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惠及人类每一个种族。　　非洲人和印度人在他们贫穷落后
的农村地区创办的那些学校，可以算是蒙台梭利学校吗？或者说，在最文明的西方国家设立的那些蒙
台梭利学校，都是完美的吗？专家们会说，在那些学校中，可能没有一所真正的好学校存在；然而，
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蒙台梭利方法的传播比任何一种现代教育方法都快。如果那些蒙台梭利学
校真的一无是处、空有其名，怎么解释这种普遍性或者说流行呢？怎么解释很多国家为了实行蒙台梭
利教学法，而尽力扫除各种障碍，甚至不惜修改法令？没有任何宣传活动——既没有杂志报道，也没
有广告介绍，当时只有一些通常的参观访问，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统一调度的组织负责协调，
蒙台梭利方法究竟是怎么传播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的呢？蒙台梭利方法就像是不断酝酿的酵母，又像是
随风播撒的种子一样，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矛盾：蒙台梭利方法似乎是自我
中心的，喜欢特立独行，不愿与其他方法混合；然而，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方法能像蒙台梭利方法一样
，把握所有可能的机会，极力倡导并敦促世界的友好团结与安定和平。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矛盾的
，甚至可以说是神秘的。　　今天，教育领域出现了很多重要的理论流派和专家学者，如新教育协会
就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使蒙台梭利方法与其他不断涌现的新方法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并促进这些
方法的合作。世界各地都在期盼着决定性的一步，使得所有那些以不同方法教育孩子的人们的努力可
以形成合力。当前普遍的趋势，是要让蒙台梭利教育方法突破孤立的境地，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和学
生的喜欢，尤其是要改善并扩大对蒙台梭利教师的培训。我知道有不少为蒙台梭利教育献出毕生精力
的人，也正在面临着如何与其他方法和思想相融合的问题。　　另一个奇特的现象是，蒙台梭利教育
方法最初是为学前教育设计的，可是现在已经延展至小学和中学阶段，甚至扩展到高等教育阶段。　
　荷兰有五所蒙台梭利中学（lyceum／lycea，即公立的中学），均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教育效果。因此
，荷兰政府不仅给予它们额外的补贴，同时还赋予它们像其他中学一样的认证与办学的自主权。在巴
黎一所私立蒙台梭利高中，我看到那里的学生都很自信，与法国其他高中生相比，他们性格更独立，
也不像其他学生那样畏惧考试。在印度，很多人认为创建蒙台梭利大学是非常必要的。　　同时，蒙
台梭利方法也在向低龄方向延伸，被应用于三岁以下幼儿。在锡兰，两岁的幼儿即可进入蒙台梭利学
校，而有些家长甚至要求学校接收一岁半的孩子。在英国，很多托儿所开始应用蒙台梭利方法。在纽
约，一些蒙台梭利托儿所已经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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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成长》

编辑推荐

　　《人的成长》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与境外幼儿教育同行的交流日益课入，至此拉开了蒙台
梭利教育在我国幼儿园中应用的序幕，实验进展的成效渐渐影响开来。首先被吸引的是家长，他们希
望自己的孩子也能接受这一良好的教育，渐渐地便有更多的幼儿园开设了蒙台梭利教育实验班。从沿
海到内地，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单位办园、私人办园到教育部门办园，蒙台梭利教育在我国以惊
人的速度普及，目前已遍及全国除西藏自治区外的二十几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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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成长》

精彩短评

1、终于有买到原著的。 还没有看内容
2、要静心阅读
3、真的很棒！正品超赞，而是印刷非常好！
4、品相非常好
5、比较专业，没有一定基础，看起来比较费解，要时间，不过，书还是不错的，比较认同。
6、值得仔细研读
7、非常好的一本书，很喜欢，快递很快！
8、成人应读的好书
9、内容没有看过多少，所以不做任何评论。但书的排版不是我所喜爱的。感觉太密集
10、书还没来得及看呢！我会只选对，选我需要的。
11、▲其实，不难发现儿童的自发性纪律与社会行为，是如此细致、稳定且完美。当我们抬头仰望夜
空中璀璨耀眼的群星，看到它们忠实地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坚定不移地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时，我们
会不会想：“啊，星星多么良善听话！”不，一定不会的。我们只会说：“星星遵循着支配整个宇宙
的自然规律。”我们还会感叹：“宇宙的秩序真是太奇妙了！”

▲宏观的教育是一种可以逐步消除某些道德缺陷的阶梯。教育的第一步，应该是把儿童从毫无生气的
世界带出来。基本技巧是先“解除妨碍儿童进步的桎梏”，然后，视儿童的能力，逐步增加诱因，以
满足潜藏于其心灵深处的人性倾向。与其抑制儿童的欲望，不如鼓励他们去征服无限。

▲虽然在地球上的任何区域——在各个纬度，在各种海拔高度——都有人类存在的事实已证明人类的
适应力，但这种能力并非成人所有。成人反而较不容易适应。换句话说，民族的特征已在成人身上固
定，成人只有在他熟悉的领域才会习惯，只有置身于合乎他的固定的身心特征的环境，他才会觉得舒
适。移民他国或迁居他乡的成人，必须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方能适应。

▲已经适应的人，只有在自己的地方、在自己民族文化的情境中才会获得快乐。爱斯基摩人能感受冰
川的魅力，埃塞俄比亚人为丛林所吸引，生长在海边的人会享受大海，沙漠民族能讴歌干旱无垠沙地
的荒凉诗意。尚未适应新生活情境的人，在努力适应中受苦。难怪传教士要把自己的生活看作是一种
牺牲。

▲如果我们像传统学校那样，让孩子经由抄写而学习写字，即使他们能克服困难，也还是会抑制孩子
心智的运用。好像一个满有智慧、有主意又愿意倾诉的人，却没有掌握开口说话的技巧一样。

▲传统学校采用的方法，是让儿童按字母的范本临摹。这种方法好像合乎逻辑，其实相当天真。因为
这里手的动作与眼睛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眼见并不能帮助手写。按照范本模仿，靠的只是意志力。在
说话时，听觉与发音之间有着神秘的内在对应关系，这是人类的特征之一。然而，书写并非如此。因
此，临摹是一种人为的努力，带来的是一系列不甚完善、耗费精力又令人沮丧的尝试。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文化本身不应同学习读写混为一谈。五岁的儿童并不是因为学习读写而变得见
识广博。因为拥有智慧，在学习读写之前他可能已经学会了很多东西。事实证明，我们学校六岁的孩
子已经从看得见、摸得着的教具上，直接获得不少有关生物学、地理学和数学方面的知识。
12、这本书以科学的角度阐述儿童成长的规律，并指出人们以往在教育儿童方面存在的偏见。这本书
的核心精神是提倡人格教育，相信孩子并注重以科学的角度挖掘孩子潜力，适合家长、老师们和教育
工作者阅读。这本书勾起了我阅读整套书的兴趣。建议大家买时整套购买。
13、依然是振聋发聩的一本书。现在在做的“儿童的力量”专题的时候，读到这本书真是太巧了。 其
实蒙台梭利就是一个一直呼吁大家正视儿童的力量的先驱啊！ 向她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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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蒙特梭利的书，应该不错。
15、翻译得有些抽象，看不是很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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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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