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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为自然主义教学理论的核心人物,卢梭的自然教学思想充实了西方教育史,也促进了自然教育
的发展，在人类教育发展史上处于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卢梭认为自然教育的核心内涵是“顺应自然”，培养“自
然人”是自然教育的主要目的，并对自然教育的方法做了阐述。卢梭的教育思想为当代教育提供了一套完整的
教育思路，也就是说，教育必须顺应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教育必须让学生回归自然，适应自然。面对当今中国
充盈的“超前教育”的教育现状，其教育思想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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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首次提出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的教育家并不是卢梭，但他的自
然主义思想却在西方乃至全世界
广泛推行。远在古罗马时期，教育
学家西塞罗就表达了自己对于这
种顺应身心发展的教育思想的赞
同。16 世纪，在《大教学论》一书
中，近代教育学之父夸美纽斯全
面阐述培养“自然人”的思想，强
调人与大自然一样都是上帝的创
造物，因为上帝是至善的，一切的
人也必然是至善的，而上天给人
类安排的所以自然的一切，同样
遵循人的本性的，于是人们就必
须遵循上天的安排，也就是自然
的全部内在秩序生活。相应的，教
育也应该按照自然的原则展开。
夸美纽斯将人作为主体，对教学
方法，作息时间等作了细致安排，
对受教育者实施更是适应客观自
然的教育。随着自然主义教育思
想的传递，卢梭革新了此思想，让
它的发展更为全面与深刻，卢梭
吸收了17世纪以来西方盛行的思
想，融入夸美纽斯的适应性原则，
以受教育者年龄特点为研究重
心，分阶段对儿童进行教育，更加
关注儿童的成长。

一.自然主义教育的基本原理
（一）自然主义教育的内涵

卢梭对于自然定义并不局限
于“大自然”与“自然界”，而是将
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的本质都涵盖
进来。自然教育的内涵是使所培
养的自然人不受传统的束缚、不
受社会环境的歪曲、不受习俗和
偏见支配，能够率性发展。自由人
的身与心定是调和发展的，他们
身体健全，思想充盈，并且有敏锐
的判断力，他们不屑于依附于任
何人，能够与恶劣的环境进行顽
强的斗争。自然教育就是要培养
这样的理想状态下的“自由人”，
他们遵循于自己的内心，不会被
其他的权威所控制①。卢梭主张
“归于自然”，但并不是指归因山
林，逃避现实，而是在社会中回归
人的天性。卢梭认为，教育要顺应
学生内心最原始的本性，让学生
的身体和心灵都能够不受限制的
发展。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最完
整的保留儿童的天性，当儿童面
临其所无法解决的困境时，才不
会手忙脚乱，能够理智地作出抉
择。

卢梭十分认同自然主义教育
的理念，将它视为是最为理想的
教育。他提出了自然主义教育体
系中最为核心的三个观点。第一，
要给儿童营造自然的生长环境。

从出生起，爱弥尔就无拘无束，不
受襁褓的约束，他在乡村的广袤
土地放肆奔跑，强健着他健壮的
双腿；他在田野间用力地呼喊，洪
亮着他高亢的嗓音。在大自然和
自由生活中，他远离了偏见、卖弄
与造作。卢梭认为，人性本善，一
切罪恶都都源自于社会与人类，
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不同，充满
虚伪、歧视、谎话等非自然然产
物。于是，在对爱弥尔的教育中，
卢梭十分注重教育环境，认为乡
村能保护孩子免受人类社会的污
染，呼吁让孩子在乡下自然的成
长。第二，自然教育是无为的。与
洛克用理性来教育孩子不同，卢
梭主张遵循自然秩序，满足孩子
的需要。由此，他认为“教育最重
要的法则不仅不应当争取时间，
并且还必须把时间白白地放过
去”②。卢梭所认为的理想教育，就
是在最为合理的时刻，带给孩子
最为合适的教育。所以，无为教育
其目的是在于给孩子营造进行最
理想教育的时间与地点，以有助
于未来的教育。第三，自然教育讲
求精神自由，将精神自由视为至
高无上的理念。卢梭在其书中这
样阐述：“放弃了自由，就贬低了
自己的人格；而放弃了生命，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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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消灭了自己的存在，任何一
种时间的财富都不能补偿这两种
东西，所以，无论以多大的代价放
弃他们，都是违反自然和最接近
自然状态的生存技能③。因此，爱
弥尔在卢梭的教导之下，选择学
习木工，因为木工让其更接近自
然状态。
（二）自然教育的目的
自然人是自由的，独立的，善

良的，也是自然教育所期望培养
的。卢梭希望儿童能亲密接触自
然，常与儿童结伴游玩。卢梭认为
自然教师的实质是自由，因此，他
严厉批评当时压制儿童的封建教
育：“你们为什么不让一个天真烂
漫的孩子享受短暂的时光呢？为
何要剥夺他们从未毁灭的无价财
富呢？你为什么用悲伤和痛苦来
填满转瞬即逝的岁月？你们绝不
要剥夺大自然然给予他们的短暂
的时间，否则你以后会后悔的。”
卢梭反对灌输僵化的封建教育，
反对对儿童进行被动的说教教
育，鼓励他们从生活、环境中学
习，发挥他们自由的天性。卢梭从
小就训练“自然人”尽可能自己独
立，教会他们成人后能够自我保
护，能够承受着命运的磨难，要求
他们淡然处事，不要讲目光短浅
的锁定在豪华与贫困之上，甚至
指导他们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
在条件恶劣的环境也能生存，如
冰岛的天寒地冻或者马他耳岛的
滚烫的岩石。与孟子一般，卢梭提
倡“性性论”，认为性本善良，人都
是具有良心的，良心是善的源泉，
因此“自然人”必然都是善良的。
一方面，他们自尊、自爱，具有保
护自己的本能；另一方面，他们具
有同情心，能够保护自己的同类。
（三）自然教育的方法
1、遵循自然，顺应天性
卢梭作为自然教育的倡导

者，竭力推崇教育要遵循儿童的
天性，尊重儿童的主动性，提倡促
进人的自然天性的完美发展，认
为对儿童仁慈是人的“头一个天
职和唯一美德”。根据儿童身心发

展的顺序，卢梭将教育分为四个
阶段，提出教育不能脱离儿童，揠
苗助长，不能够以成年人的准则
去限制孩子，要“把孩子看作孩
子”。在婴儿时期，孩子身体柔弱，
不会说话，教育的重点是身体护
理，因为健康是智力教育的基础，
更是未来幸福生活的根基。卢梭
抨击将婴儿束缚在襁褓里的做
法，被“囚禁”在襁褓里的孩子，手
脚无法舒展，身体受到了限制，活
动受到了阻碍，血液循环不通，对
婴儿的成长极为不利的。批评母
亲将婴儿完全交由保姆看管，反
对用重复机械的行为让婴儿养成
习惯。儿童时期被卢梭称作“理性
的睡眠期”，此时童在智力上处于
萌芽阶段，但感觉发达，教育以感
觉训练为主，教会儿童“怎样去感
受，怎样去触摸，怎样去观察和怎
样去倾听”感觉训练有助于未来
智力的发展；青年时期，理性发
达，教育以传授知识为主，并辅之
以劳动教育。在知识教育方面，不
是一味地灌输，让学生学习更多
的知识，而到了青春时期，青年意
识到社会关系，教育围绕道德、宗
教、两性展开。

2、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卢梭将男童女童的教育区分

开，并灵活的进行个性化教育，拒
绝僵化教育。他指出每一个人的
心灵都有它自己的形式，必须按
照它的形式去指导它。卢梭对教
育者提出了一个要求，即教师要
充分了解学生以后才对他说第一
句话。自然主义教育的核心就是
在儿童发展的过程中，教育既要
顺应发展的自然过程，也要尊重
儿童的个体特点，因材施教，循序
渐进。卢梭不愿意打乱儿童身心
发展的次序，不愿意造就一些年
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
童”④。他在《爱弥尔》中反复强调
“要按照自己学生的年龄特点去
教导他。”因此教育要关注儿童的
个性发展特点和年龄特征，反对
不顾儿童的接受能力而进行超前
的“理性”教育。教育儿童要慢慢

来，循序渐进地进行。卢梭循序渐
进的教学原则始终贯通于《爱弥
尔》，比如对待哭闹的儿童，一次
两次或者三次哭闹，不去理睬他，
以后他就学会不会用哭解决问题
了；比如让爱弥尔了解磁铁性质，
第一步就是让爱弥尔对新知识充
满兴趣，并随着兴趣慢慢学习，不
至于因为速度过快而无法理解其
中的知识。他说：“只要我们循序
渐进，就可以使大人和小孩对一
切都无所畏惧了。”

3、勤于实践，劳动教育
卢梭认为，把儿童当作永远

不出房门，时时刻刻需要人服侍
是荒唐的，可怜的。他鼓励儿童去
大自然然实际体验，鼓励儿童去
探索未知的新事物，从而破解恐
惧，认为受教育者应该跳出书本
的樊笼，鼓励他们到实际生活中
去寻找真理。提出“不要对你的学
生进行任何种类的口头教训，应
该使他们从经验中去取得教训”，
“以世界为唯一书本，以事实为唯
一教训”。坚决反对当时传统教育
完全让儿童禁锢在书本内，脱离
实际的教育方法。在教学手段方
面，卢梭主张实践教育法。要求儿
童身体力行，从与大自然的接触
中学会知识，而不是围坐在教室
里，从单一的课本中获取。在与大
自然然充分接触后所被赋予的知
识与理念，比从经过人为总结后
的书本上学到的更加清楚明了。

二.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现代
启示

当前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知
识经济时代，日本教育家池田大
作认为，现代教育将作为一种工
具，培养培养能够得到在社会立
足，以谋求好工作的公民，现代教
育更为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⑤。容
易出现这样一种误区，追求“超前
教育”，教育只为了能快速的为个
人、为社会牟利，教育成为一种工
具，教育不再顺应儿童身心发展
的规律。卢梭的教育思想提供了
有价值的教育思路，从爱弥尔的
出生，长大、成人，立足社会，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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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摆放在我们
面前。或许由于时代背景的局限，
卢梭的教育思想也存在着些许不
完善之处，其所构想的教育有些
过于理想化。但在现代社会，我们
可以总结出一套更加合适的教育
方法，将卢梭的思想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加以凝练，使其更加适应
与现代教育，重新绽放精彩。

1、让学生归于自然
学生来自于自然，属于自然

且符合自然。让学生回到自然，感
受清晨森林的微风，观察海边席
卷的浪潮，抚摸身旁的动物，这都
是有利于他们的。他们不但能在
自然中学到生各种生活必备的技
能与知识，还能陶冶心灵，感受自
然的声音，求得内心的安宁与平
静，感受自然还能帮助他们的身
体充分的成长。

尊重学生的性格，培养学生
的能力，可以将这样的概念引入
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虽然各行
各业都注重素质教育，然而事实
上，教师发挥的作用明显不足。对
于学生，尤其是处于儿童时期的
学生的人生引导不够，培养学生
完整人格的成果不足。大多数教
师还停留在文字与理论的教育
上，忽视了实践对孩子的益处。实
际上，这种教育孩子的方式十分
不利于个性的养成。

我们不难发展，卢梭的教育
思想呈现出这样一种观念：教育
是尊重儿童天性的。对于家长而
言，要从小树立学生良好的习惯，
尊重他们的想法，开发他们的兴
趣，不过度干涉他们的意识，加以
适当的引导；对于老师而言，要摒
弃陈旧的教育观念，端正教育目
的，将发展学生的潜力作为教育
的第一目的，为学生创设各种能
力然发展的学习环境，从而培养
不被束缚的“自然人”。

2、让学生顺应自然
卢梭经常对学生进行有利于

身心发展的教育，反对过早的教
育，反对不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
律的教育，反对追求速度，强迫灌

输知识的教育。认为这些教育超
出了孩子承受能力的范围。当前
的社会，学生因为压力过大而出
现自杀情况层出不穷。一方面，学
生年龄小，心智不成熟，不及时加
以心理引导容易出现过激行为；
而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与家长
也应该反思，是否对孩子施加了
过多的学习压力，他们的身心是
否能够负担。各大媒体大力鼓吹
“神童”教育，我们可以发现“小天
才”，“小神童”这样的词汇经常出
现在我们眼前。人们不禁感叹，现
在的孩子如此的“早熟”。出现这
种情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超前
教育”，“幼儿阶段小学化”，“小学
阶段初中化”等跨年龄教育使得
这些孩子面临巨大的学习压力，
甚至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不同的年龄阶段，学习任务
是不同的，在这样的学习下，学生
很难牢固他们所学的知识，学习
困难加大，学习积极性不强。中国
教育部门不断的重复强调“减
负”。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依然是以
应试教育为核心，只注重分数，在
这个环境下，儿童承担大加重，在
本应该轻松的年纪奔波在各类补
习班，完全违背了儿童身心发展
规律。因此，“减负”不可只做表面
功夫。

3、让学生自由发展
自由并不是完全放任不管，

让学生肆意生长的自由。自由的
含义有很多，学生的自由与成年
人的自由在本质上是不相同的，
学生的自由在一定限制范围内的
自由。学生年纪尚小，身心发展还
不成熟，能力发展还未完善。对家
长以及教师而言，给孩子最为理
想的自由就是要让孩子有“分寸
感”，既不过分限制，也过分纵容，
让其在一定的范围内恣意生长。
在教育“内卷化”的当下，我们能
经常看到奔波在各个辅导班，补
习文化知识，培养艺术涵养的学
生，他们甚至没有周六周末，补习
挤压了他们的休息时间，而家长
们认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

上”，不顾孩子的感受，一窝蜂的
去报补习班。人有一个共同点，那
就是叛逆，当有人不让你去做一
件事时，你就越发想要去完成这
件事。叛逆情绪的产生往往是因
为压力过重，当学生承受不住生
活与学习的压力时，就容易作出
极端选择，这也是最近几年学生
心理问题频发的原因之一。

所以，要想让学生能够自由
发展，首先要改变家庭教育观念，
家长需要理性的思考，自己的孩
子究竟需要怎么发展，多去关注
孩子的心理健康，而不是一味的
追求成绩。要珍惜孩子成长的每
一个阶段，生命是一段长长的路
程，每个阶段都其不同是使命，每
个体验都是十分珍贵的，不要为
了未来的美满而将今天的幸福牺
牲。如卢梭所说，我们如何保证在
历经磨难之后就会得到幸福呢？
为了没有把握的将来的幸福去承
受现在真真切切的痛苦，不如现
在让孩子享受自由的童年呢⑥其
次，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应创造一
个平等民主的教育环境，让学生
能够自由表述自己的想法，自由
的思考与创造，培养他们的独立
人格。在国家层面，应更新教育理
念，建立完善的教育评估体系，用
更全方位的评估体系去多方面的
考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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