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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式教育》

前言

　　从事幼儿教育以来近10个年头了，当初选择意大利的教育学者玛丽亚·蒙特梭利博士的教育理念
作为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精神目标。出发点在于选择一个能够解决孩子学习压力的良方，让孩子能在
欢笑中成长。自20世纪初以来，许多的幼儿教育专家提出新派的幼儿教育理念，来解决当时幼儿学习
成长的问题与岐见。各种各样的理念方案都是一时之选，各有各的理论高度。但是，玛丽亚·蒙特梭
利博士的“蒙式教育”是比较吸引我投入的目标或许因为是工科的背景，使我更进一步的理解蒙特梭
利博士在努力使幼儿教育从一萌艺术变成科学的贡献！　　10年来，不断探索这位幼儿教育先知的精
神内涵，并从实际办园的工作中仔细去体会如何把蒙式的精神内涵转化为有效生产力，并期待能在孩
子的成长中看到实质的成长和喜悦。在此之际写出自己的一点点心得与感受，希望能对喜好蒙式教育
的家长能给予些许的帮助。更希望各位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前辈与先进，能给予多多指教。　　这本
书是针对初为人父，人母的爸爸妈妈所写的参考书籍，涵盖出生儿到3周岁幼儿的发展与成人可以和
应该出力的地方，希望用100天的时间来当好一位懂得蒙式教育的爸爸妈妈，它不算是一本专业的书籍
，但是我期待他能给你从幼儿教养的迷惘中找到方向，能给孩子一个快乐的成长空间，每当看到那一
张张小朋友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我真的为它感到高兴，也为他的父母感到骄傲！因为每个孩子都能
也都会成长，差别只在于如何把快乐的元素充满整个童年。“荣式教育”正是运用科学的方法，抽丝
剥茧的寻找出阻碍孩子成长的困难；并运用蒙特梭利博士研究的教学技巧来有效并且没有太大负担的
搬开挡在路上的石头。　　在美国的一次知名的雕塑展中，很多来宾纷纷向优秀作品的雕刻家提出道
贺之际，称赞他是伟大的艺术家“创造出”不朽的作品。可是那位雕塑家仅仅的回答一句让人深省的
话——“不是我创造出这个雕像，那雕像原本就在石块里面，我只不过是清除掉雕像上面多余的一些
石屑罢了”。孩子发展的蓝图在他自己的遗传密码已经有了，我们只能做的事，就是帮他清除路上的
石头！　　最后引用“纪伯伦”在“先知”书中的一段话作为结束。　　“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他
们是“生命”的子与女，产生于生命对它自身的“渴慕”。他们经由你而生，却不是你所造生。虽然
他们与你同在，却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他们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思想。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供他们的身体以安居之所，却不可锢范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居住的明日之屋，甚至在
你的梦中你亦无法探访。你可以奋力以求与他们相像，但不要设法使他们肖似你。因为生命不能回朔
，也不滞恋昨日。　　“你是一具弓，你的子女好比是生命的箭，借你而送向前方！

Page 2



《蒙式教育》

内容概要

《蒙式教育:父母的百日维新》是针对初为人父，人母的爸爸妈妈所写的参考书籍，涵盖出生儿到3周
岁幼儿的发展与成人可以和应该出力的地方，它不算是一本专业的书籍，但是作者期待他能给你从幼
儿教养的迷惘中找到方向，能给孩子一个快乐的成长空间，每当看到那一张张小朋友脸上露出灿烂的
笑容，作者真的为它感到高兴，也为他的父母感到骄傲！因为每个孩子都能也都会成长，差别只在于
如何把快乐的元素充满整个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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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志成，1964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　　1985年毕业于台南成功大学机械系　　1991年投资福建
省福州市　　1999年创立福州长颈鹿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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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式教育》

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你需要接触的蒙式教育理念第二单元：你需要明白的儿童心理第三单元：你需要理解的儿
童行为第四单元：儿童的智慧来自何处第五单元：如何做好小手发展的日常生活教第六单元：如何发
展大肌肉的平衡与协调第七单元：如何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第八单元：如何发展幼儿的感知觉能力第
九单元：如何让孩子学会人际相处第十单元：如何让孩子安静下来第十一单元：如何让孩子进入思考
第十二单元：如何让孩子建立内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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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出生至2岁左右，是智力发展的感知运动阶段。在此阶段的初期即新生儿时期，婴儿所能做的
只是为数不多的反射性动作。婴儿仅靠感觉和知觉动作的手段来适应外部环境。这一阶段的婴儿形成
了动作格式的认知结构。　　皮亚杰将感知运动阶段根据不同特点再分为六个分阶段。从刚出生时婴
儿仅有的诸如吸吮、哭叫、视听等反射性动作开始，随着大脑及机体的成熟，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
，到此阶段结束时，婴儿渐渐形成了随意有组织的活动。下面简介六个分阶段。　　1、第一分阶段
（反射练习期，出生～一月）　　婴儿出生后以先天的无条件反射适应环境，这些无条件反射是遗传
决定的，主要有吸吮反射、吞咽反射、握持反射、拥抱反射及哭叫、视听等动作。通过反复地练习，
这些先天的反射得到发展和协调。发展与协调意味着同化与顺应的作用。皮亚杰详细观察了婴儿吸吮
动作的发展，发现吸吮反射动作的变化和发展。例如母乳喂养的婴儿，如果又同时给予奶瓶喂养，可
以发现婴儿吸吮橡皮奶头时的口腔运动截然不同于吸吮母亲乳头的口腔运动。由于吸吮橡皮奶头较省
力，婴儿会出现拒绝母乳喂养的现象，或是吸母乳时较为烦躁。在推广母乳喂养过程应避免给婴儿吸
橡皮奶头可能正是这一原因。从中也可以看出婴儿在适应环境中的智力增长：他愿吸省力的奶瓶而不
愿吸费力的母乳。　　2、第二分阶段（习惯动作和知觉形成时期1～41周）　　在先天反射动作的基
础上，通过机体的整合作用，婴儿逐渐将个别的动作联结起来，形成一些新的习惯。例如婴儿偶然有
了一个新动作，便一再重复。如吸吮手指。手不断抓握与放开、寻找声源、用目光追随运动的物体或
人等等。由于行为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由当前直接感性刺激来决定，所以还不能算作智慧行动。　
　3、第三分阶段（有目的动作逐步形成时期，41周～9月）　　从41周开始，婴儿在视觉与抓握动作
之间形成了协调，以后儿童经常用手触摸、摆弄周围的物体，这样一来，婴儿的活动便不再限于本身
，而开始涉及对周围物体的影响，物体受到影响后又反过来进一步引起婴儿本体对它的动作，这样就
通过动作与动作结果造成的影响使本体对周遭环境发生了循环联系，最后渐渐使动作与动作结果产生
分化，出现了为达到某一目的而行使的动作。例如一个多彩的响铃，响铃摇动发出声响引起婴儿目光
寻找或追踪。这样的活动重复数次后，婴儿就会主动地用手去抓或是用脚去踢挂在摇蓝上的响铃。显
然可以看出，婴儿已从偶然地无目的摇动玩具过渡到了有目的地反复摇动玩具，智慧动作开始萌芽。
　　4、第四分阶段（手段与目的分化协调期，9～11、12月）　　这一时期又称图式之间协调期。婴
儿动作目的与手段已经分化，智慧动作出现。一些动作被当作目的，另一些动作则被当做手段使用。
如儿童拉成人的手，把手移向他自己够不着的玩具方向，或者要成人揭开盖着玩具的布。这表明儿童
在作出这些动作之前已有取得玩具的意向。随着这类动作的增多，儿童运用各动作之间的配合更加灵
活，并能运用不同的动作来对付遇到的新事物，就象以后能运用概念来了解事物一样，婴儿用抓、推
、敲、打等多种动作来认识事物。表现出对新的环境的适应。儿童的行动开始符合智慧活动的要求。
　　5、第五分阶段（感知动作智慧时期，12～18月）　　这一时期的婴儿，皮亚杰发现，能以一种试
验的方式发现新方法达到目的。当儿童偶然地发现某一感兴趣的动作结果时，他将不只是重复以往的
动作，而是试图在重复中作出一些改变，通过尝试错误，第一次有目的地通过调整来解决新问题。例
如婴儿想得到放在床上枕头上的一个玩具，他伸出手去抓却够不着，想求助爸爸妈妈可又不在身边，
他继续用手去抓，偶然地他抓住了枕头，拉枕头过程中带动了玩具，于是婴儿通过偶然地抓拉枕头得
到了玩具。以后婴儿再看见放在枕头上的玩具，就会熟练地先拉枕头再取玩具。这是智慧动作的一大
进步。但儿童不是自己想出这样的办法，他的发现是来源于偶然的动作中。　　6、第六分阶段（智
慧综合时期，18～24月）　　这个时期儿童除了用身体和外部动作来寻找新方法之外，还能开始”想
出”新方法，即在头脑中有”内部整合”方式解决新问题，例如把儿童玩的链条放在火柴盒内，如果
盒子打开不大，链条能看得见却无法用手拿出，儿童于是便会把盒子翻来覆去看，或用手指伸进缝道
去拿，如手指也伸不进去，这时他便会停止动作，眼睛看着盒子，嘴巴一张一合做了好几次这样的动
作之后突然他用手拉开盒子口取得了链条。在这个动作中，儿童的一张一合的动作表明儿童在头脑里
用内化了的动作模仿火柴盒被拉开的情形，只是他的表象能力还差，必须借助外部的动作来表示。这
个拉开火柴盒的动作是儿童”想出来的”。当然儿童此前看过父母类似的动作，而正是这种运用表象
模仿别人做过的行为来解决眼前的问题，标志着儿童智力已从感知运动阶段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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