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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美纽斯天性教育思想探析
刘 黎 明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夸美纽斯是文艺复兴时期天性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天性教育思想揭示了天性教育的意

蕴.夸美纽斯明确提出了天性教育的目的,即促进学生的天赋才能的发展,促进学生的知识(学问)、德行和虔

信的发展;建构了由主动性原则、直观性原则、理解性原则、循序渐进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愉悦性原

则构成的天性教育原则体系.探析夸美纽斯的天性教育思想,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他以及后世教育家

的天性教育思想.夸美纽斯的天性教育思想对我国的儿童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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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美纽斯是文艺复兴时期天性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继承人文主义教育家天性教育思想的基

础上,第一次从教育学的高度对天性教育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使天性教育思想有了新的维度.本

文就此作些学理上的探析.

一、天性教育的意蕴

夸美纽斯对天性教育内涵的理解,基于他对教育与儿童天性之关系的解读.他所谓的“天性”,是指

“我们的最初的和原始的状况,我们应当回复这种状况,如同回到一个起点一样”[１]１３.这种“天性”也就

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主要表现为渴望得到发展的知识、德行和虔信的种子,它们是教育的基础,
为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可能性.首先,夸美纽斯充分肯定人的智慧和力量,认为人心的能量是无限的,人
能获取关于万物的知识,因为人的心理无论对较近的事物还是遥远的事物都能“攫取”.事物的遥远既

包括空间上的遥远,也包括时间上的遥远.人的心理的力量是没有限度的,也是没有边际的,人心能够

测度一切、领悟一切.具有感觉和理性的人能够辨认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因此,“我们不必从外面拿什么

东西给一个人,只需把那暗藏在身内的固有的东西揭开和揭露出来,并重视每个各别的因素就够

了”[１]１５.他还把人脑比做思想工场,能够接受万物的影像,能够接纳宇宙中的任何事物.其次,夸美纽

斯认为,人与生俱来就具有上帝赋予的德行的种子.这句话的真实性关联着两个命题:人人喜爱和谐、
人的本身也只是一种和谐.前者是人的心理的重要特征,每个人生来就喜爱长得美好的人、精致的马、
美丽的相片、媚人的图画,因为“部分与颜色的比例”令人喜悦;人生来就喜爱音乐,因为和谐的声音所

致.因此,人生来在心理上就爱和谐,渴求和谐.就后者而言,人不过是身心两方面的一种和谐而已.
在身体方面,人就像一座大钟,各部分相互配合,使转动持续而和谐;在心灵方面,人的和谐体现于意志、
欲望、情爱与理性的相互作用与支撑.身体和心灵的和谐就是德行的表现,能够引领我们过幸福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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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再次,夸美纽斯认为,虔信的根源存在于人身边.“凭借着圣灵的神恩,使一个人变聪明、变诚实、变
正直,较之使他的进步受到偶然的邪恶的阻碍更自然、更容易.因为万物容易回复它们的本性.”[１]２２然

而,人尽管具备知识、德行和虔信的种子,但它们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只有通过祈祷、教育和行动,才能使

之变为现实.其中,教育最为重要.夸美纽斯提出的重要命题是:“只有受过恰当的教育之后,人才能成

为一个人假如要形成一个人,就必须由教育去形成.”[１]２４教育是每个人必需的,无论是愚蠢的人、聪
明的人,还是富人、穷人、美貌无知的人,抑或是具有权力的人,都必须受教育.“因为他们既然是人,他
们就不应当成为无理性的兽类,不应当变成死板的木头.并且由此可见,一个人愈是多受教导,他便愈

能按照准确的比例胜过别人.”[１]２８尽管一个人不论受教育与否,都可以自行长成一个“人”,但要成为一

个理性的、聪明的、有德行和虔信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则必须通过教育.
那么,什么样的教育能促进学生知识、德行和虔信的发展? 夸美纽斯的答案是适应学生的天性、能

力、性格、兴趣的教育.首先,教师要根据学生自然本性的不同而施以不同的教育.夸美纽斯指出,教师

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自然的仆人;他的使命不是改变,而是培植.他的教导应适合儿童的天性,当他发

现他所教的东西与儿童的天性相违背时,决不能强迫儿童学习.因为,每个儿童的发展都是顺着他的自

然倾向的,无论他的身份如何,都会为上帝和人类服务.如果违背儿童的意志,强迫儿童学习,就会使他

厌学,使其智力发展受到抑制.其次,教师对学生的有效指导应以学生的能力为依据.“我们的格言应

当是:凡事都要追随自然的领导,要去观察能力发展的次第,要使我们的方法依据这种顺序的原

则.”[１]２０５教师所教的任何内容,必须基于学生的年龄和心理力量,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教师应俯就学生

的水平,采取一切办法,使学生的理解能力得到发展.再次,基于学生的性格差异实施更有针对性的教

学.由于天赋能力的差异,会造成学生性格的不同:或伶俐或愚钝、或敏锐或粗鲁、或勤奋或粗心大意.
如果一个学生是伶俐的、敏锐的、勤奋的,教师就可不必在教学上倾注太多的精力;如果一个学生是愚钝

的、粗鲁的同时又是粗心大意的,教师则必须拥有更多的耐心、细心,并对其给予更多的关注.第四,实
施兴趣教学.夸美纽斯说:“我们必须遵循自然,不论学生成熟到何种程度,要允许他们去做感兴趣的事

情,这样我们就不致与自然作对而是充当她分娩时的接生婆.”[２]３４２

综上所述,夸美纽斯视野中的天性教育是指:教育应挖掘学生的内在潜能,遵循学生的自然倾向、能
力、性格和兴趣,促进学生的知识、德行和虔信的全面发展.

二、天性教育的目的

夸美纽斯在«论天赋才能的培养»和«大教学论»中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为何要实施教育,也即教育的

目的.
(一)天性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天赋才能的发展

这关涉到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我们之所以具有天赋才能,是因为我们具有上帝的形象,也就是

说,我们是上帝的缩影,然而我们毕竟是人人的意义也可以说是在于完善自己的灵魂或者自己的天

赋才能.”[３]３６５人需要精神的教育,需要能够使自己正确地理解、想象和很好地工作及表达一切的教育,
如果离开了精神教育,人就会精神贫乏、心灵空虚.夸美纽斯认为:“只有完善天赋才能,才可以与上帝

比拟,而这正是人们比世界上一切宝藏、一切荣誉、一切欢乐和所有一切包括在人们欲望之间的东西更

为需要的,所以,完善天赋才能应该是我们追求的崇高目标.”[３]３７３

(二)天性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知识(学问)、德行和虔信的发展

在«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专门论述了这一教育目的.在他看来,每个人都需要学问、德行和虔信,
因为它们是涌出一切最完美的快乐之流的源泉.“一个人为了他自己的好处,不独要有学问,而且要有

德行和虔信;为了他的邻人的幸福,不独要有德行,而且要有学问和虔信;为了上帝的光荣,不独要有虔

信,而且要有学问和德行.”[１]４２可见,学问、德行和虔信对于每个人都同等重要.“无论我们从心灵的本

体去看,或从我们被创造到这个世界来的目的去看,都是如此.”[１]４２３总之,学校教育的重要使命就是让

学生的天性得以最大程度的发展.



当我们引导学生努力达成以上目标时,就能使他们感到在现今和未来的生活中,身体、智慧和心灵

都是美好的.

三、天性教育的教学原则

夸美纽斯天性教育的教学原则是在总的指导原则———自然适应性原则———的影响下建构的.所谓

“自然适应性原则”,即以类比自然的方法论述教育原理的原则,其内涵除包括上文提到的教育要适应儿

童的天性以及能力、性格特点外,还包括教育要模仿自然的法则(也叫秩序).后者是其核心内容.夸美

纽斯认为,大自然存在着坚定不移的自然规律,也叫法则或秩序,它们在动植物、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教

育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教育应遵循的坚如磐石的原则.人的发展和教育要获得成功,取决于教学艺

术对自然的模仿.两者的关联在于,“秩序是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教学艺术的主导原则,这是应

当、并且只能以自然的作用为借鉴的”[１]６５Ｇ６６.“艺术若不模仿自然,它必然什么都做不了.”[１]６４“没有自

然,艺术就会显得苍白无力.艺术是自然的竞争者,艺术仿效自然,艺术是自然的产物.”[３]２０９就这一原

则的意义而言,夸美纽斯认为它具有向导的作用:有自然作向导,教育就不会迷失方向.因此,他强调:
万物的严谨秩序构成了改良学校的基础;教导的严谨秩序应当以自然为借鉴.“一旦这个原则被彻底地

掌握以后,艺术的进行立刻便会同自然的运行一样容易,一样自然.”[１]６６正是在这一原则的主导下,夸美

纽斯提出了一系列教学原则.
(一)主动性原则

主动性原则是夸美纽斯高度关注的教学原则,因为热爱美好事物和渴望主动是儿童的天性.夸美

纽斯说:“因为爱好更美好的事物乃是人心所固有的天性.给他尝一尝美好的事物,你就会看到他会多

么快速地被吸引住,因为追求任何一种善乃是出自天性,使他体会到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他就会立即

着手工作,因为渴望主动和力求精通事物乃是人心的特性.”[２]２９７基于此,他要求教师尽一切可能激发学

生求知与求学的欲望.例如:教师应和善地对待学生,循循善诱地启发学生;实施对话教学,诱导学生争

相提问和回答问题;尽一切努力,使学生懂得所学功课是值得的.这样做会激发学生的喜爱之情,喜爱

又会激发学生的渴望,而渴望会促使学生在学业上努力用功.
(二)直观性原则

夸美纽斯坚信一个伟大的真理:“存在心灵中的事情是没有不先存在感觉中的,所以智性所用的一

切思想材料全是从感觉中得来.”[１]７１为此,他把感官看作是知识首要的、永恒的向导,认定获得知识的唯

一门户就是感官,正是通过它,任何事物才有进入心灵的通路.感官奠定了知识的坚固基础,因而学生

首要的、永恒的责任就是运用感官.教师应尽可能地实施感官教学,促进儿童通过自己的感官去观察任

何事物;尽可能地“求助感官的证明”,以获得确实可靠的真理,在可能的范围内,教师要尽力把“一切事

物都放到学生的感官跟前”,这是教学的金科玉律.
(三)理解性原则

夸美纽斯认为,理解就是指儿童通过感官看见事物的内部结构、触及事物的本质.理解的重要性在

于,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经过感官的正确感知,那么对它的理解就是毫无价值的,对没有理解的事物的任

何判断都可能是谬误,对没有理解和深思的事物的记忆也都是转瞬即逝的.理解性原则要求教师做到

四点.一是要教学生能够理解的东西.一切学科都应根据难易程度进行排列,使其内容与学生的年龄

相适应,凡是超过学生理解限度的东西不要教给学生.二是要教会学生善于区别事物.“教的意思不是

别的,不过是指阐明各个事物在不同的目的、形式和根源上怎样相互区别.”[２]３１９因为认识事物就是知道

事物间的区别,所以善教的人就是善于区别的人.三是让学生认识事物的原因.“因为凡存在之物,都
是由于它自己的原因而存在,它所具有的任何东西都是来自这个原因.所以,通过事物的原因教任何事

物就是将它深深地注入理解力之中.”[２]３１９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本质就是认识事物的原因.四是利用分

析、综合、比较的方法增强学生的理解力.夸美纽斯认为:“这些方法有助于使人认识明白、清楚的共同

目的,因为对一个主题作理智的分析是理解的开端,再把它们放在一起标志着理解的深化,将它与所有



其他同类的东西进行比较是理解的完成.”[２]３２２

(四)循序渐进原则

夸美纽斯认为,基础知识对于知识大厦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将其打牢固.如果要让学生掌握

一门学科的全部知识,就必须从能支撑整体的基础开始,一旦这种基础建立起来,整个“建筑物”也就会

很牢固.夸美纽斯主张合理地安排教学科目,要求教师遵循如下教学顺序:前面的成为后面的阶梯,后
面的加强前面的;一切先学的都应该成为一切后学的基础,先出现的要先教,后出现的要后教;“从简单

到复杂前进,从复杂向更复杂前进,从更复杂向再复杂前进,这是艺术中的艺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

能违反”[２]３１３.
(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

在夸美纽斯看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辩证的.首先,实践是必需的,它要求有榜样、教训和练习,
它们构成了教与学的全部活动,没有这三者,什么东西也不能教、不能学.它们各自有独特的功用:“经
常的实例大大促进快捷,明白的教训大大促进愉快,不断的实践大大促进彻底.”[２]３５０.其次,理论是必

要的,它使人做任何事情均是基于理解和理论的指导,而非盲目、冲动的结果.因此,理论与实践应该相

结合.为了达成这一点,教师应做到:首先,理论先行,让理论永远先于实践;其次,任何知识的教学都应

基于实践,使“感官和心智都得到实际的指正”,而不是根据书本去教.夸美纽斯强调在实践中施教,譬
如:让学生从写字中去学习如何写字,从谈话中去学习如何谈话,从唱歌中去学习如何唱歌,从推理中去

学习如何推理,让学生自己去看、听、摸、嗅、尝,通过自我感受去获得一切知识.他认为,只有通过实践

去学习才能达到完美的程度.这种行动原则“正是为了通过理论、实践和应用而形成的,同时为了使每

个学生能时时自己去钻研,去感受,去表达,去动手,去应用”[３]４２４.
(六)愉悦性原则

愉悦性是好的教学的重要标志.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往往既能使学生在学业上受益,又能在情感上

让学生感到愉悦.情感是学生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能吸引学生走向目标,也能吸引学生离开目

标.“如果精神感受不到吸引力,它就缺乏爱好.哪里精神缺乏爱好,哪里就必须违背它的意志去加以

推动.”[２]３５６教师应当知道怎样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防止学生对学习产生厌恶情绪.这就要求教师

做到四点.第一,遵循学生的自然本性施教,而不是与本性作斗争.前者是学生愉悦和进步的基础,后
者则会阻碍、破坏和压制学生的本性.教师不要压制和破坏人性,而应使人性得到顺其自然的发展.教

师在执行教学任务时应有“父亲般的仁慈”,决不能乱发脾气.第二,教师必须经常“求助于感官”,通过

感官教育来吸引学生.这是快乐的源泉,因为人的感官乐于与所学对象相联系,不喜欢与所学对象分

离.第三,让学生通过实践来进行学习.学生喜爱从做中学:“边说边做的人就感觉不到厌恶,因为他们

在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思想行事.”[２]３５８第四,“为用而学”所有知识.因为人总是喜爱有用的事物,喜欢探

寻事物的用途.夸美纽斯指出:“我们务必不要沉溺于空洞的沉思,让用途处处显然可见.美丽的事物

只有当它有用时才被人欣赏.”[２]３５８第五,寓教学于游戏和娱乐之中.喜爱自由是人的天性.而游戏和

娱乐正好可以满足这种天性,因而受到每个学生的欢迎和热爱.此外,人以竞争为乐事,而一切游戏都

体现了社会性和竞争性.同时,由于学生渴望新奇,喜欢看到一件事情的结果,因而喜欢参与有机会看

到竞赛结果的游戏.

四、对夸美纽斯天性教育思想的评析

(一)夸美纽斯天性教育思想是对以往各方面研究成果的积极借鉴

在自然观上,夸美纽斯借鉴了１４至１７世纪的机械自然观.在机械自然观的视野中,自然界是一架

机械,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所有机械都遵循着普遍的“秩序”(或法则),这些秩序在动植物和人类生活

中都发挥作用.“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像希腊思想家一样,把自然界的秩序看作理智的一个表现,只不

过对希腊思想家来说,这个理智就是自然本身的理智,而对文艺复兴的思想家来讲,它是自然之外的某

种东西———神性创造者和自然的统治者———的理智.这个区别是希腊和文艺复兴自然科学之间一切主



要差异的关键.”[４]受这种机械自然观的影响,夸美纽斯也把世界看成是机械,要求教育遵循机械的法

则,并以此来论证他的自然适应性原则.在哲学观上,夸美纽斯继承了古罗马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思

想.“夸美纽斯的‘自然适应性’原则根源于古代西方的斯多葛派哲学,特别是受西塞罗的影响,同时亦

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５]培根的唯物主义感觉论对夸美纽斯的影响最大,使他认识到感觉是认识事

物的开端,在感觉中不存在的东西,在理智中也同样不存在.这为夸美纽斯直观教学原则的提出奠定了

认识论基础.在来源上,夸美纽斯天性教育思想则主要是吸收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性教育思想.“一方

面,人文主义者对自然的热爱、认识、赞美、描写和利用,启发了夸美纽斯从自然界、人类社会生活和人本

身去考察和研究普遍的法则或秩序,并以它们为理论依据去探索教育的规律和原理,构建教育理论体

系;另一方面,人文主义者‘对人的尊重、对人的智慧和力量的深刻信念,对生命的珍惜和热爱,对人的和

谐发展的渴望,对教育作用的高度估计,对自然的崇拜向往,对古希腊、文化的珍视,对教育接近现实生

活的追求,对儿童的温和态度等人文主义教育观都渗透在«大教学论»中’.”[６]以上共同影响了夸美纽斯

天性教育思想的建构.
(二)夸美纽斯天性教育思想是对文艺复兴时期天性教育思想的超越

不可否认,夸美纽斯天性教育思想承继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性教育思想,前者是后者的集大成者,
但更多是对后者的超越.这种超越体现在系统性、民主性和世俗性上.就系统性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

天性教育思想散见于人文主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之中,不够系统;而夸美纽斯无论对天性教育的意蕴、
天性教育的目的还是天性教育的原则,都作了深刻而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对天性教育原则的论述,更为

丰富和系统,更富有条理,可以说建构了历史上第一个天性教育原则体系.就民主性而言,文艺复兴时

期的天性教育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贵族教育和等级制教育,远没有扩大到平民;而夸美纽斯的天性教育思

想富有民主性,在教育的对象上,要求“不仅有钱有势的人的子女应该进学校,而且一切城镇乡村的男女

儿童,不分贫富贵贱,同样都应该进学校”[１]３７.在天性教育内容上也体现了民主性,他要求把一切知识

教给一切的人.就世俗性而言,“他的教育思想比以往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具有更强烈的世俗性.这既

突出地表现在夸美纽斯把教育视为个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和治理人类弊病、造福社会的重要手段,也表现

在他对学习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以及实用知识的强调.总之,夸美纽斯更倾向唯

实的人文主义,‘其教育思想体现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广义的人文主义,而非那种古典主义的、狭窄的

人文主义’”[７]１９４.
(三)夸美纽斯天性教育思想首次从教育学的高度奠定了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

如前所述,萌芽时期各个阶段的教育家都有天性教育的思想,都论述了教育与儿童天性发展的关

系,都强调教育要促进儿童天性的发展,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思想主要是在政治学和哲学的视野中加

以阐释的,缺乏专门的教育学视野.无论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天性教育思想,还是古罗马的天性教育

思想,抑或是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都因时代的局限,而不可能建立体系化的天性教育思想.正是夸美纽

斯改变了这个局面,建立了体系化的天性教育思想.他的“伟大贡献,正在于他以自己毕生的丰富的教

育经验为基础,综合了１５－１７世纪教育学上各种理论的探讨,以适应自然的思想为红线,把«大教学论»
的教育概念范畴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教育学第一次以一种有结构的独立形态从哲学框架、伦理学框

架、政治学框架中分离了出来第一次获得了‘严格而彻底的教育体系’”[８],并在此教育体系的观照

下,第一次从教育学的高度确立了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教育要促进儿童的天性发展.
夸美纽斯不仅提出儿童发展的“种子说”,强调儿童发展的内在潜能是巨大的,而且强调教育在儿童的

“种子”由潜能变为现实中的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夸美纽斯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只有符合儿童的自

然倾向、能力、性格、年龄的教育,才能促进儿童天性的发展,并建构了有助于儿童天性发展的教学原则

体系.这不仅强化了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内发论”的思想,而且影响了后世自然主义教育家如卢梭、裴
斯泰洛齐、第斯多惠、福禄培尔、杜威对自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构,使他们都强调儿童内在力量的重要

性,都把“教育要促进儿童天性的发展”看作是自然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核心.



(四)夸美纽斯天性教育思想充满了“人道”精神和“人本”情怀

夸美纽斯天性教育思想是对人性的张扬,充满了人文主义情怀.一方面,夸美纽斯继承了人文主义

教育家充分肯定人的尊严、力量和创造力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大教学论»中极力赞美和讴歌人的美好,
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造物中最崇高、最完善、最美好的”,同时把它作为了«大教学论»第
一章的标题,“这既凸显了夸美纽斯关于人的最基本的看法,也蕴涵着他强调研究教育问题要以人为起

点的思想”[７]１７８.人是夸美纽斯天性教育思想的主题和灵魂,他的天性教育思想始终是围绕着人而进行

阐释的.他充分肯定人的力量,认为人脑是一个小宇宙,能够接纳万事万物;人的潜能是巨大的,蕴藏着

学问、德行和虔信的种子.“种子说”为人的发展和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正确的教育是建立

在这种可能性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夸美纽斯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都倡导教育的“内发论”.“他基于人

是最崇高、最完善、最美好的造物所提出的许多论述,虽然其中对人的潜能和根底的看法存在某些神秘

的成分,但却充分显示了他对人的存在和力量的尊重、热爱和信任,对人的意义和价值的明确肯定,对人

的和谐发展和完善自我的赞颂,以及他强调人应该重视现实的人生,而智慧和德行是人生的要素等人文

主义思想,这是对文艺复兴以来许多人文主义者对人的人文主义理解的丰富和发展.”[７]１８１另一方面,夸
美纽斯的天性教育思想也凸显了“以人为本”的特色,彰显了教育的人性化.这在夸美纽斯关于天性教

育的意蕴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强调教育应挖掘学生的内在潜能,遵循学生的自然倾向、能力、性格和兴

趣,促进学生的知识、德行和虔信的全面发展.天性教育的原则也是围绕这一点来论述的,它要求教师

要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使之处于主体地位;所教授的内容对于学生来说是有用的和能够理解的;要根据

学生的特点循序渐进和直观地实施教学;采取各种措施让学生感受到教学带来的愉悦,使之充满快乐.
以上这一切,无不体现了夸美纽斯天性教育思想中的“人道”精神和“人本”情怀.

(五)夸美纽斯天性教育思想对我国的儿童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１ 教育必须以儿童的天性为基础和前提

天性的基础和前提作用是客观存在的,是儿童本身能力和活动的基础.没有天性的帮助,教育是毫

无用处的;没有对天性的尊重,教育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过早或过晚唤醒天性,都会有损于儿童天性的

发展.夸美纽斯的“种子”说提醒我们,教育应围绕儿童的天性、遵循儿童的天性,因为儿童的天性在儿

童与教育的互动中处于中心和基础地位,只有围绕这个中心和基础,教育才会有好的效果.如果无视儿

童的天性,教育对儿童的发展是无能为力的,也无法保障儿童发展的可能性.正如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

家马斯洛所言:“我们必须抓住‘本能’论,或者像我宁愿采用的概念———基本需要论.我们抓住原始的、
固有的、在一定程度上由遗传决定的需要、冲动、渴望的研究,可以说这也是人的价值的研究.”[９]

２ 天性的发展离不开教育

对于儿童的发展而言,天性固然重要,它是根基和发展的可能性,但它不是已经完成的发展,它的发

展离不开其他因素作前提.在这些因素中,教育和实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伊拉斯谟所言:“天性

是资材,是倾向性,教育和实践为天性发展提供切实的内容,天性是发展的可能性,教育和实践的参与使

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人的发展是先赋的天性与后天的教育和实践的合金.”[１０]夸美纽斯也有类似的论

述.因此,教育者应协调天性与教育的关系,因为没有儿童的天性做基础,教育就成为无源之水;而缺乏

教育的影响与指引,天性的发展也不可能变为现实,既不能很好地朝社会规范的方向发展,也难以符合

社会的要求.“但教育的目的不是改变儿童的天性,而应是保护儿童的天性,引导儿童的天性向着正确

的方向发展.教育的出发点应当是儿童的天性,教育的作用要受到儿童天性的制约.如果过分夸大教

育和训练的作用,最终可能导致儿童的天性被窒息,使儿童丧失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此,幼儿教

育要以儿童的天性为依据,教育应对儿童的天性保持敬畏.”[１１]

３ 教育应符合天性发展的内在秩序和规律

在夸美纽斯看来,天性发展具有内在的秩序和规律.表现为:(１)方向性.方向性是天性的基本属

性,也是生命的基本属性,它决定着生命的基本方向.夸美纽斯以下的一段话为我们认识这种方向性提

供了思路:“人的天性作为上帝的影子,它就是灵活地透进脑海的、简单正确的阿里阿德娜引路线;它的



长度足以找到一切迷宫的出路,人的天性从不迷失方向.”[３]４２１(２)主体性.夸美纽斯肯定,天性具有主

体性,人的内在力量的驱动使主体性成为可能.夸美纽斯认为,天性犹如植物的种子,天性的发展犹如

植物的生长.“种子如果种在地下,它便会向下生出根芽,向上生出嫩枝,嫩枝凭着它们天生的力量,日
后便可长成枝柯和树叶,垂着绿荫,点缀着花儿与果实.所以我们不必从外面拿什么东西给一个人,只
需把那暗藏在身内的固有的东西揭开和揭露出来,并重视每个各别的因素就够了.”[１]１５这也就是说,天
性的发展来自于内部力量的驱动,天性内部蕴含着发展的主体性,同时彰显着发展的可能性.这些天性

发展的内在秩序和规律要求教育者必须遵循儿童天性发展的内在秩序和规律,跟着它们画出的道路前

进,不要做无视儿童天性、背离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事情,如过早地对儿童进行专门化的训练、过度地开

发儿童的智力、灌输式教学、剥夺儿童的自由等,而应让儿童的天性引领儿童的教育.更为重要的是,要
依靠现代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充分认识和把握蕴藏在儿童内部的巨大潜

能,通过教育充分地挖掘、唤醒和激发它们,使它们成为教学的正能量,鼓舞和激励儿童,使教学充满生

命的活力.

４ 教育教学应遵循天性教育的原则

这些原则包括主动性原则、直观性原则、理解性原则、循序渐进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和愉悦

性原则.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教学活动,能够唤醒儿童的内在力量,调动儿童的学习主动性,让儿

童感受到教学的愉悦,从而使儿童的天性得到保护和舒展,进而极大地促进儿童的身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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