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卢梭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

他提出的自然教育思想以培养“自然人”为教育目标，以顺

应儿童的自然天性为核心，以消极教育和直观教育为主要

教育方法。卢梭的教育思想虽距今已有200余年，但是仍启

示着我们在开展幼儿园游戏活动时要尊重儿童的身心发展

规律、保障儿童自由游戏的权利、给予儿童更多接触大自然

的机会、与儿童进行平等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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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usseau is a famous French enlightenment thinker

and educator in the 18th century. His thought of natural educa‐

tion takes cultivating“natural people”as the educational goal,

takes conforming to children’s natural nature as the core, and

takes negative education and intuitive education as the main

educational methods. Although his thought has been more than

200 years, it still inspires us to respect the law of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when carrying out kindergar‐

ten game activities, guarantee the right of children to play freely,

give children more access to nature, and communicate equally

with childre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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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

和文学家，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卢梭生活在

18世纪的法国，当时的法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

时期，旧有的封建社会秩序正在迈向崩溃，资产阶级大革命

即将爆发，当时法国社会的教育主要被封建统治者和宗教

所掌控，实施着束缚儿童自然本性和灭绝儿童心智的教育。

卢梭面对法国教育现实状况，意识到法国需要实施一种新

的教育思想以对教育制度进行变革，于是他创作了《爱弥

儿》一书，该书在西方教育史上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一种全新

的儿童教育观，从而掀起了教育史上一场“哥白尼式的革

命”。[1]在《爱弥儿》中，卢梭以爱弥儿为主人公，针对爱弥儿

的不同年龄阶段进行了体育、智育、德育、感官教育和爱情

教育，并提出了不同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原则，系

统地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即自然教育思想。[2]本研究主要

是基于当前幼儿园游戏活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尝试从卢

梭自然教育思想的内涵出发，为幼儿教师更好地开展幼儿

游戏活动提供参考意见。

1 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内涵

1.1 自然教育的基本含义

想要了解自然教育的基本含义，首先就需要明白什么

是“自然”，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

宇宙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总和，即自然界；二是指自然界万

事万物的本性。[3]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所使用的“自然”

的含义就是以上“自然”的第二种含义，即人类的本性。卢

梭认为：“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

手里，就全变坏了。”[4]即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但是这种善良

的天性只存在于纯洁的自然状态中，一旦受到城市社会和

环境的打搅，就会导致人性扭曲，甚至变得邪恶。因此，卢

梭认为对儿童实施的教育就要顺应儿童的自然天性，尽量

避免外部环境对儿童发展造成不好的影响，使儿童的身心

得到自然发展，即对儿童实施自然的教育。只有对儿童实

施自然教育，儿童才能远离城市社会和环境的喧嚣，儿童善

良的天性才能够得以保存。

1.2 自然教育的培养目标

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明确提出，对儿童实施自然教

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自然人”。卢梭在这里所讲的“自然

人”这个概念是相对于“国民”“公民”等概念而言的，他认为

自然状态与封建专制制度是相互对立的，因此通过自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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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所培养出的“自然人”也是与封建专制制度下培养出的

“公民”相互对立的。卢梭认为“自然人”与“公民”的对立具

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自然人”是完全独立自主的

人，因此，他们能够独自体现出自身的价值，而“公民”则完

全依赖于封建专制社会，丧失了自身的价值。二是在自然

状态中，所有的“自然人”都是完全平等的，没有阶级之分，

而在封建专制社会中，所有的“公民”都是有阶级之分的。

三是“自然人”都是自由的人，他们无所不能，能够从事任何

职业，而“公民”则是只能从事固定职业的人，他们被自身的

职业所束缚，丧失了自由。总的来说，“自然人”是完全为自

己生活，不被社会等级或固定职业所束缚，能够适应社会快

速发展变化的人。

1.3 自然教育的核心

卢梭十分重视教育对人发展的作用，他认为教育事业

在人类的一切事业之中是最重要的，但却并不认为所有的

教育都会对人产生影响，而是强调顺应儿童天性的自然教

育，他认为“自然的教育可以使一个人适合所有一切人的环

境。”卢梭认为自然教育的核心就是顺应儿童的自然天性，

“如果你想永远按照正确的方向前进，你就要始终遵循大自

然的指引。”从中可以看出，卢梭十分反对违背儿童天性、限

制儿童自由的传统的古典教育，提倡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

律的自然教育。卢梭还认为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来源

于三种：“这种教育，我们或受之于自然，或是受之于人，或

是受之于事物。”其中“自然的教育”是指我们器官和才能的

内在发展；“人的教育”是指父母、教师和保姆等人对儿童的

教育和影响；“事物的教育”是指儿童周围的环境对儿童的

发展产生影响。卢梭认为在这三种教育之中，“自然的教

育”是我们完全不能控制的，而“事物的教育”我们只能控制

其中的某些方面，只有“人的教育”，我们才能够真正地进行

控制。因此，卢梭认为我们要以“自然的教育”为中心，使

“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围绕“自然的教育”开展，使这

三种教育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并趋于自然的目标，只有这

样，才能让儿童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自然教育的阶段及内容

卢梭将0～2岁定义为婴儿期，在这一时期婴儿是“不会

说话的人”，因此需要父母、保姆和教师对婴儿进行养护。卢

梭认为“身体必须要有精力，才能听从精神的支配”，因此，他

认为体育教育是这一时期教育的主要内容。而要通过体育教

育培养婴儿健康的身体素质，就必须把婴儿充分且自由的活

动放在首位。因此，卢梭主张要给婴儿穿宽松的衣服，要让婴

儿的四肢有自由活动的空间，除此之外，卢梭还认为这一时期

是婴儿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主张培养婴儿的良好习惯。

卢梭将3～12岁定义为儿童期，他认为这一时期是儿童

的“理智睡眠”期，儿童只能认识形象的事物，而不能形成抽

象的概念。因此，他认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教育内容是体育

教育和感官教育，而不是知识教育。卢梭认为“儿童周围的

事物就是一本书”，主张要让儿童走入大自然，让儿童自己

去体验和比较各种事物，从经验中学习，而不是通过书本学

习。至于感官教育，卢梭则认为要对儿童的触觉、视觉、听

觉、嗅觉、味觉等感官进行相关训练，尤其是要加强触觉和

视觉的训练。

卢梭将13～15岁定义为少年期，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儿

童需要理智地对自己的行动进行指导，因此，这一时期教育

的主要内容是智育和劳动教育。在智育方面，他认为“问题

不在于告诉他一个真理，而在于教他怎样去发现真理”，主

张让儿童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亲身实践来获得知识和经

验。在劳动教育方面，他认为儿童必须要学会劳动，养成劳

动的习惯，尤其是要学会手工劳动，因为只有手工业者才有

可能成为“自然人”。

卢梭将16～20岁定义为青年期，他认为在这一时期，儿

童的情感得到了快速发展，需要进行引导，因此，这一时期

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道德教育。他认为儿童良好道德行为的

养成需要儿童通过艰苦的努力和身体力行，而那些轻易形

成的、儿童没有通过艰苦努力的、缺乏道德实践和道德体验

的善行为，不能被称为道德行为，只能称之为慈善行为。因

此，他主张要加强儿童的道德实践，让儿童在实践中接受道

德的磨练，从而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

1.5 自然教育的方法

卢梭主张对儿童使用消极教育和直观教育的方法。消

极教育法并不是不对儿童进行教育，而是指遵循儿童的身

心发展规律，等到儿童的身心得到充分的发展之后再进行

教育。卢梭所主张的“自然后果法”就是消极教育法的具体

表现，他认为“我们不能为了惩罚孩子而惩罚孩子，应该使

他们觉得这些惩罚正是他们不良行为的自然后果”，也就是

说，当我们发现儿童“有冒失的行为”时，我们不需要急于加

以制止，对儿童进行惩罚，只须“让他碰到一些有形的障碍”

或“受到由他行为本身所产生的惩罚”，这样就不需要我们

制止，也能防止儿童“冒失行为”的产生。而直观教育法也

称作实物教育法，就是让儿童通过直接观察事物本身来获

得知识，代替以往的通过书本来获得知识，其认为我们要

“以世界为唯一的书本，以事实为唯一的教训”，让儿童在大

自然中学习有用的知识，从自身的行为中获得经验和教训，

以便发展儿童的独立精神、灵敏性和观察能力。

2 回归自然：卢梭自然教育思想对幼儿园游戏活动

的启示
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虽然在人类教育史上掀起了一场

“哥白尼式的革命”，推动了教育制度的变革，但是他的自然

教育思想也并非十全十美，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谬误，比如

说：他否定书本的作用，明确地反对让儿童学习系统的科学

文化知识，将儿童的道德教育推迟到青年期等。因此，我们

在借鉴其教育思想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选取其中适

合我国具体国情的部分内容。

2.1 顺应儿童的自然天性

在儿童教育上，卢梭十分强调要顺应儿童的自然天性，

他认为我们“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不能

以成人的标准去要求儿童，而要以儿童的标准去要求儿童，

也就是说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按照儿童的身心发展

规律对儿童施予恰当的教育内容。而幼儿园中的幼儿正处

于儿童期，处于这一时期的儿童既是“理智睡眠”的时期，也

是身体和各种感官快速生长发育的时期。因此，幼儿教师

在对这一时期的儿童开展游戏活动时，要着重通过游戏对

儿童进行体育教育和感官教育，而不是强调游戏在知识教

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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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的作用。一方面，幼儿教师要提高体育游戏在幼儿园

游戏中的地位。幼儿教师首先要确保每位儿童每天户外游

戏的时间不少于1小时，要让儿童来到宽敞的、明亮的户外

活动场地，在大自然中开展各种各样的体育游戏，从而解除

教室狭窄空间对儿童身体的束缚，让儿童的身体和四肢在

运动中得到自然发展。另一方面，幼儿教师要重视感官游

戏的作用。感官游戏就是通过游戏的形式，锻炼儿童的触

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感官，比如说：触摸包、视觉感

官瓶、触摸墙等都可以起到训练儿童感官的作用。因此，幼

儿教师要在班级区角中加大对相关感官游戏材料的投放，

引导儿童开展相关的感官游戏，让儿童在游戏中、在实际操

作中训练和开发自己的各种感官。

2.2 把自由还给儿童

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自由是人的首要自然权

利”，因此，他认为自然的教育，必定是自由的教育，所培养

出的“自然人”，必定也是完全独立自主、自由的人。他反对

封建统治者和宗教所实施的束缚儿童自然本性、灭绝儿童

心智的教育，主张充分尊重儿童的自由权利，让儿童到大自

然中自由地探索大自然的各种奥秘。因此，幼儿园的游戏

活动也应该将自由还给儿童，让儿童不受幼儿教师干涉，自

由地进行游戏。而要保障儿童的自由游戏权利，首先，幼儿

教师要将选择游戏类型的自由还给儿童。儿童要开展什么

游戏，应该由儿童根据自己兴趣和需要决定，而不是让幼儿

教师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者自己以为的儿童的意愿决定。否

则，这样的游戏即使得以进行，儿童也体会不到游戏带来的

乐趣，游戏也发挥不出其应有的价值。其次，幼儿教师要将

游戏空间的自由还给儿童。儿童游戏的空间不应该被局限

于某一个具体的区角、不应该被局限于狭窄的教室，幼儿教

师应让儿童自由地选择游戏区角，让儿童摆脱狭窄的教室

空间的束缚，来到广阔的大自然中，自由地探索大自然中的

各种事物。最后，幼儿教师要将游戏形式的自由还给儿童。

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

一个游戏在不同人中也有不同的玩法。因此，幼儿教师在

指导儿童开展游戏时，应引导儿童自主探索游戏的玩法，而

不是粗暴地干涉或打断儿童游戏的进程，将自己的意见强

加于儿童。

2.3 把自然还给儿童

卢梭认为，我们要“以世界为唯一的书本，以事实为唯

一的教训”，主张让儿童回到大自然中去，通过直接观察事

物的本身来获得知识和经验，取代过去让儿童通过书本获

得知识和经验的方法，从而发展儿童的独立精神、灵敏性和

观察能力，因此，他不止一次提出：“用实际的实物！用实际

的实物！”。因此，幼儿教师在开展游戏活动时，也要加强对

自然材料和自然情境的重视及运用，给予儿童更多的接触

大自然的机会，让儿童在游戏中获得知识和经验。一方面，

幼儿教师要在班级中增加自然游戏材料的投放。自然游戏

材料是指在大自然中本身就存在的事物，例如石头、各类小

动物、各种树的树叶和果实等。幼儿教师在班级中增加自

然游戏材料的投放，可以减少各种人造玩具的使用，能够让

儿童在游戏中直接观察和操作这些自然游戏材料，使他们

在观察和操作材料的过程中获得对这些事物的直观认识。

另一方面，幼儿教师要增加儿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大自

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事物为儿童形成对大自

然的正确认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因此，幼儿教师要尽量

增加儿童在大自然中游戏的机会，利用大自然中的事物开

展各种形式的游戏活动，让儿童在游戏的过程中获得对这

些事物的正确认知，满足儿童认识大自然、探索大自然的好

奇心。

2.4 与儿童平等对话

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曾说：“从我的门下出去，我承

认他既不是文官，也不是武人，也不是僧侣，他首先是人。”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卢梭认为通过自然教育所培养出的

“自然人”都是完全平等的，是没有阶级之分的，而封建专制

社会所培养出的“公民”是有阶级之分的。因此，幼儿教师

在游戏活动中与儿童互动时，要尊重儿童，与儿童进行平等

交流，切忌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儿童辱骂、指责和惩罚等，

否则会危及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而要在游戏活动中做到

与儿童进行平等交流，首先，幼儿教师就要尊重儿童，主动

倾听儿童对游戏的想法。儿童是游戏的主人，他们亲身经

历游戏，体验游戏带来的乐趣，他们有权表达自己对游戏的

想法。而幼儿教师则要关爱儿童，营造良好的交流氛围，不

能区别对待儿童，要让每位儿童都有发言的权利。幼儿教

师要在倾听儿童对游戏想法的过程中，积极与儿童交流讨

论对游戏活动的看法，从而共同为改进游戏活动做出努力。

另外，幼儿教师要慎用惩罚，严禁体罚儿童。当儿童初次在

游戏活动中出现不良行为时，幼儿教师可以通过对儿童讲

道理的方式纠正儿童的不良行为。当儿童多次在游戏活动

中出现不良行为时，幼儿教师可以适当地运用惩罚，例如禁

止儿童加入游戏、禁止儿童玩某种玩具等。但是，幼儿教师

要严禁体罚儿童，体罚不仅不能纠正儿童的不良行为，反而

会危害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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