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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心理学》

内容概要

《儿童教育心理学》提出了关于人的自卑感的理论。他认为，人的人格结构形成于童年期，要解决一
个人的人格心理问题必须从他的童年着手。因此帮助儿童形成正常的、健康的人格是教育儿童的首要
和核心问题。阿德勒反复强调要用正确的方法帮助儿童培养和建立独立、自信、勇敢、不惧困难的品
质和积极与他人、集体合作的能力。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问题儿童的“不良
”行为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

Page 2



《儿童教育心理学》

作者简介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人本
主义心理学的先驱，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他是精神分析学派内部第一个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体系
，其研究最终由生物学定向的本我转向社会文化定向的自我心理学，对后来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代表作有《超越自卑》、《儿童的人格教育》、《个体心理学的实践与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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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心理学》

精彩短评

1、大部分观点今天看甚至都很超前
2、受益匪浅，看过才知Good Will Hunting里面的Sean Maguire老师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老师。
3、平实易读，在专业人士看来可能过时错漏不少，但是真的真的非常喜欢这一本。读这本书的意义
绝不仅仅在于了解儿童教育相关的知识，还有助于回溯童年经历并和自己内心和解。
4、决定儿童发展的因素既不是他内在天赋的能力，也不是客观的外部环境，而是儿童对外部现实做
出的解释，以及他对自己与现实之关系的看法。很有趣的理论
5、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的影子，但也流露出阿德勒对老师的反叛。德雷克斯的很多观点，来源于这本
书，前者更加具体、实用；后者则更注重理论性，在说法上更追求本质。吐槽一下：南海出版公司隔
一段空一大截的排版真让人受不了。
6、喜欢自寻烦恼的可以一读
7、虽然写的儿童教育心理学，但是！这本书真的是非常适合所有人看！因为我们都可以从各个案例
中明白和了解自己今天为什么会这样!明白之后会淡然很多，理解很多，知道要如何做才能更好！强烈
推荐！！！
8、人本主义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的经典之作，读的过程内心充斥着一种情绪：慈悲。因为孩子，因
为自己，而我们终将会更懂得孩子，哪怕这个过程曲折又漫长。
9、强调了孩子发展的人格的统一性，更加重视自信与勇气的发展和培养，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生活的困难，家长和老师要矫正孩子身上的不良行为与品质，总之看完后感觉自己画风大变，不想被
影响过多，书中很多地方并没有给出方法，浅显的描述不够深入呀。。。
10、很通俗的版本，是我以前没有关注的视角，也解答了我的不少疑惑。恩，这本书是我添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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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心理学》

章节试读

1、《儿童教育心理学》的笔记-第35页

        个体的追求或有目的的活动是以人的自卑感为前提的。所有的儿童都有―种天生的自卑感，它会
激发儿童的想象力，激励他们尝试通过改善自己的处境来缓和或者消除自己的心理自卑感。心理学把
这种现象称为心理补偿。

人格的整体性及其独特的生活目标和生活风格并不是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个体对
客观事实的主观看法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个体对客观事实的看法绝不是事实本身。

自卑感可能在客观上有助于个体的完善，虽然这种补偿性心理特征的形成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但
是它也它也可能 导致单纯的心理调适，从而会扩大个体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如果自卑感过于严重
，那么当事人最终只能在心理上而不能在行为上  加以克服。

殊不知学校只不过是让家庭教育的潜在问题显现出来而已。

对于这些丧失信心的儿童来说，选择最为便捷的成功之道，最具吸引力。在他们看来，比起走社会所
认可的大道，甩开社会的道德责任要容易得多，这会给他们一种毫不费力的征服感。这种人只肯做十
拿九稳的事情，借以炫耀自己的优越。选择捷径显示了他们内在的怯懦和虚弱，尽管他们的行为表现
得相当勇敢无畏。

接下来，来探讨另—类从未受过关爱的孩子的性格特征。在那些罪大恶极的人的一生中，我们能够看
到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在童年时代都受到过恶劣对待。因此，他们就形成了冷酷、满怀嫉妒和恨意的
性格。他们无法容忍别人幸福。一旦他们拥有孩子，或对孩子负有教育责任，他们就会认为孩子不应
该比他们自己的童年过得更幸福。这类人不仅会对自己的孩子持这样的态度，作为别人孩子的监护人
时也会持这样的态度。

这类人还会用许多自我感觉正当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例如例如“收起鞭子，害了孩子”。这
些人不断拿出证据和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行为，但都无法证明自己是对的。因为僵硬的、专横的教育只
会使孩子离他们的教育者越来越远。这样的教育没有任何意义。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被研究的对象并不理解他自己的行为表现，因此，他没办法隐藏真正的自我。
他的人格是通过他在环境中的行动表现出来的，而不是通过他对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表现出来。这并不
是说他在说谎，而是说，一个人的有意识的思想和无意识的动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只有具备同
情心但又保持客观的旁观者才能跨过这种距离。这个旁观者可以是心理学家、父母，也可以是教师。
他应该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解释个体的人格，这种客观事实体现了即使个体本人——在一定程度上—
—也未曾意识到的、有目的的追求。

与爱情和婚姻的正确确解决方法的任何偏离都体现了人格的缺陷。

个体的生活目标具有决定意义，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风格，并反映在这个人的行动上。因此，如果
一个人的目标是指向生活中有建设性的一面，那么，他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有建设性的一面。个体
也会因此感受到幸福和快乐

对社会有好处的事就是正确的”。任何对社会规范的偏离都可看作是对“正确之道”的偏离，并必然
会与客观的法律和现实发生冲突。这种与客观现实的冲突必然会使行为人产生明显的无价值感，这种
冲突也将引起受害者同等甚至更为强烈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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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心理学》

把儿童对社会情感的态度看作其发展的检测器⋯⋯因为儿童一旦遭遇生活问题，就会在这种考验中（
就像被测试时）表现出他是否对此准备充分。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是否拥有社会情感，是
否拥有勇气和理解力，是否追求对社会普遍有益的目标。随后，我们也会发现他向上努力的方式的节
奏，发现他的自卑感的程度和社会意识的发展程度。所有这些相互交织，相互关联，最终形成―个有
机的、不可分裂的统一体。在发现有缺陷之前，这个统一体是顽固的，随后，新的统一体才有可能被
建立起来。

儿童的所有活动都是他整体生活和整体人格的外显，不了解行为中隐含的生活背景就无法理解他所做
的事。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人格的统一性。人格统一性的发展就是行动及其手段相协调成为一个单一
模式的过程。这种发展从童年就开始了。生活迫使儿童整合并统一自己的反应，而他对不同情境的统
一的反应方式不仅构成了他的性格，也使他所有的行动个性化，从而与其他儿童区别开来。

惩罚对于儿童来说一般是弊大于利。因为如果这个儿童经常犯这种错误，教师或家长就会先入为主地
认为他是屡教不改。如果这个儿童在其他方面表现良好，那么，人们通常会因为这种总体的好印象  
而不会那么严厉地惩罚他。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即没有在全面理解儿童人格统
一性的基础上来探讨这种错误是怎样产生的。这点与脱离整个旋律来理解某个单一音符类似。

了解个体某一行为所表达的意义的前提是，我们要有某种方法来认识他的整体人格。这个方法不是要
描述他做了什么或者如何去做，而是要理解他在面临任务时所采取的态度。

家庭中，往往由于父母对自己孩子的不正确的教育管束，导致孩子养成了一种依赖，甚至说是病态的
性格，他们总把自己凌驾于父母之上，对其发号施令。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或者不合乎他们的心意
，他们就会开始对父母动手动脚，以便引起父母的注意或以此来强调自己的地位，虽然其本性并不坏
，但这样的一种性格如果不及时纠正，很容易对其成长造成极大的影响。

我们不仅应当注意这种行为开始的时间，还应当注意它产生的原因。⋯⋯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物理学因果关系，因为我们绝不能宣称，一个孩子的行为之所以变坏与另一个孩子的出生有必然的因
果关系。但我们可以说，落向地面的石头必然会以一定的方向和速度下落。而个体心理学所做的研究
使我们有权宣布，在心理“下落”方面，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并不起作用，而那些不时产生的大大
小小的错误却在发挥作用。这些错误还会影响个体的未来成长。

儿童对事物的个体性的理解决定着他的成长，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儿童陷入新的困境时，他的行
为常常会受制于自己 已经形成的错误观念，认识到这一点同样也非常重要。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儿童
获得印象的强度和方式，并不取决于客观的事实或情况（比如另一个孩子的出生），而取决于儿童看
待和判断事实或情境的方式。这是反驳严格因果论的充分依据——客观的事实及其绝对的含义之间存
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客观事实和对事实的错误看法之间绝对不存在这种必然联系。我们的心理最
为奇妙的地方是，决定我们行为方向的是我们对事实的看法，而不是事实本身。这种心理非常重要，
因为对事实的看法是我们行动的基础，也是我们人格构建的基础。

如果我们用图来标示儿童人格的方向、目的与学校所追求的目的，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是不一致，甚
至是相反的。儿童生活中的所有活动，都由其自身的目的所决定，他的整体人格不会让他偏离原有的
目的，另一方面，学校则期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有正常的生活方式。两者之间的冲突就无法避免地产了
。但是，学校方面却忽视了这种情境之下的儿童心理，既没有体现出管理上的大度，也没有采取措施
设法消除冲突的根源。
我们知道，这个小男孩的行为受这样一个动机制约：他希望母亲只关心他一个人，为他一个人服务。
他的心里期望能够独占母亲。而学校对他的培养目标则完全相反：他必须独立完成自己的事。人们形
象地称这种现象好比给―匹烈马的脖子套上一辆马车。儿童在面对这种情形的时候，自然不能最好地
表现自己。如果我们了解了他当时的真实处境，就能给他多一些理解和支持。惩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只能加剧孩子对学校的厌恶感。如果他被学校开除，那他会感到正中下怀。他把自己置于他错误的

Page 7



《儿童教育心理学》

感知陷阱中，觉得自己获得了胜利，可以真正地控制母亲；  母亲必须重新为他效劳，这正是他所期
望的。

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是其总体人格图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明白，一个人人格的所有表现都
是密切相关并形成一个整体的，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个小男孩的行为完全是与其生活方式保持一
致的。孩子的行为与其人格保持一致这一事实也同时在逻辑上反驳了这样一种假设，即孩子无法胜任
学校的任务是因为他智力迟钝。一个智力迟钝的人是无法一直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行事的。
这一案例还告诉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所有人都与这个小男孩的处境相似。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
对生活的理解从来不曾与社会传统完全保持一致。

以前，我们曾把社会传统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我们已认识到，人类的社会制度和风俗，并没有
什么神圣之处，也并不是亘古不变的。相反，它们总是处于不断的斗争和对抗之中。社会制度和习俗
为了个体而存在，而不是反过来的。确实，个体的救赎存在于他的社会意识之中，但是，这并不是说
我们就可以强迫个体接受千篇一律的社会模式。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任何环境下儿童和成人都有这样—种追求优越的强烈冲动，并且这些冲动
是无法避免的。人的本性无法忍受长期的屈从，被轻视的感觉、不安全感和自卑感总是会唤醒人们攀
登最高一级目标的愿望，从而获得补偿，然后臻于完美。

实验表明，儿童的某些特征是环境作用的结果。在某种环境下，儿童感受到了自卑、脆弱和不安全后
，这些感觉反过来又对儿童的心理产生影响。于是儿童下决心摆脱这种状态，努力达到更高的水平以
便获得一种平等甚至更加优越的地位。孩子这种向上的愿望越强烈，他就会将自己的目标定的越高，
从而证明自己的力量。不过，这些目标常常又超出了人本身的能力界限。由于儿童小时候能够获得来
自不同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这便刺激了他们设想自己未来有可能成为―种类似上帝的人物。我们发现
，他们本身也会被一种成为类似上帝这样的人物的想法所控制，而那些自我感觉特别脆弱的儿童身上
也常常会发生这种见象。

脆弱感和想象自己是上帝式的大人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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