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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是世界哲学史上经验主义
的创始人，全面阐述宪改民主思想的第一人，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开国元勋及法国启蒙运动
中的许多主要哲学家。1632年洛克出生于英国灵顿。他就读于牛津大学，1656年获得学士学位，1658
年获硕士学位。青年时期的洛克就对科学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36岁被选入英国皇家学会。他与著
名的化学家罗伯特·波意耳过从甚密，晚年叉同艾萨克·牛顿结成好友。他还对医学感兴趣，得过医
学学士学位。他于1704年溘然长逝，晚年的洛克大部分精力都投注在家庭教育的研究和著述上。约翰
·洛克被誉为“培养绅士和淑女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对后世影晌深远，已成为当代家庭教有的
主流和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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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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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段反复看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界教育名著译丛”，精装本只有三本：洛克的《教育漫话》
、卢梭的《爱弥儿》和阿德勒的《儿童的人格教育》。阿德勒和前两者的画风好像不太一样，所以这
里就主要说前面两位吧，他们的书主要给我三点收获。一是了解洛克和卢梭的教育理念。这是两本书
中最核心的内容，但对我应该是三个收获中最不重要的。洛克和卢梭在教育孩子的细节上有很多相似
之处，比如不应该让他们穿太多，不能强迫他们学习等等，但是在基本观念上却有很大不同，我觉得
如果他俩一起参加教育大会肯定得打起来。对于教育目的，洛克认为是培养有德行、有理性的精英，
社会的栋梁之才。而卢梭则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真正的人”，独立思考、善于动脑、充满博
爱、当然也富有理性和道德。而在洛克的《教育漫话》中，只着重强调理性与道德，不知道他对其他
方面的教育持什么态度。洛克所处的时代，“上流社会”大概非常在意外界的褒贬，洛克也把这种观
念运用到教育中，当不想让孩子做什么事情时，不是给孩子讲道理、也不是打他一顿，而是通过批评
刺激他的羞耻心，利用羞耻心使他改变行为。让孩子从小建立荣誉感和羞耻心，而这两者都来自他人
的评价。而卢梭不在意这些，他的爱弥儿完全不被任何规矩束缚，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每天都可以
自由地飞翔。对于孩子的天性，洛克认为有些孩子天生就是坏人，天生就可能有撒谎、贪玩的毛病。
而卢梭坚持性本善轮，他给与孩子充分的信任和自由。基于这些不同，这两位的教育方法很不一样，
洛克是孩子一出生就要“严加管教”，虽然他也强调了孩子应该有自由，但是他给的自由和卢梭相比
，就太小气了。而且在洛克的教育中，自由和管教的界限也很模糊，孩子要是太不“理性”，就该挨
揍。这样一直培养，等到孩子12岁，他就已经是个精英胚子了，是个理性的小人儿。而卢梭坚持孩
子12岁之前应该什么都不教，最好放养在大自然里，漫山遍野疯玩，他相信孩子会用自己的体力、智
慧和好奇心认识世界，不用大人指点，完全用不到棍棒。卢梭坚持儿童阶段并不是成人的准备，儿童
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度过童年。在他12岁时，虽然他不懂很多知识，但是他已经充分开发了自己的能力
，已经做好了成为一个独立的成人的一切准备。我非常欣赏卢梭这种大胆的教育方法，这种方法放
在200多年后的今天，也非常迷人。不过这两位有些迂腐的观点看了实在让人受不了，尤其是《爱弥儿
》后面女孩子的教育那部分，看了让人很想骂他一顿。不过他的教育观念的确很值得借鉴。另外，卢
梭在书中独自抚养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娶妻社交，现实中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都送进福利院，实在是匪
夷所思。第二个收获是惊觉教育也是一代代发展过来的，今天的教育是几百年来人们摸索得来的。这
么简单的道理，我却这么久才发现。如同地心说取代日心说经过了漫长、曲折的过程，教育也是如此
，在《教养的迷思》中，作者梳理了前人的研究，在不久前的英国，上流阶级抚养下一代的方式是孩
子一生下来就扔给保姆，也不喂奶、也不照顾，孩子几乎不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唐顿庄园》就是
个很好的例子，大小姐和妹夫几乎从来都不带孩子。教育发展到今天，是后人站在前人肩膀上完善的
。洛克和卢梭正是这样的关系。洛克死后第八年，卢梭出生了，很难否认卢梭吸收了洛克的观点，同
时卢梭提出了撼动教会、大逆不道的“性本善”理论，这是一大突破。非常巧合的，卢梭对儿童的认
可被誉为教育界“哥白尼的发现”。同时，我也发现“一个人的理论就是他的自传，他的自传就是他
的理论。”卢梭、阿德勒、维克多⋯⋯这些人的理论与他们的经历紧密相连。第三个收获是再一次认
识到宗教在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重要性。在《教育漫话》中，洛克反复强调孩子应该有德行，而他认
为“德行的真正原则和标准是对于人（作为上帝的子民）的责任的认识，遵循上帝的启示，期望上帝
的欢心和保佑以及如此服从造物主所感到的满足”。原来这才是洛克认为的真正的德行，始料未及。
卢梭的“自然教育”很少涉及上帝，但是《爱弥儿》的命运也受教会影响，因为卢梭的“性本善”违
反了基督教的“原罪说”，所以书一写成就遭到焚毁。以上就是来自这两本书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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