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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夸美纽斯的自然适应性原则

氵官蛋|

教育要适应自然,是世界近代教育理论

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它不仅对近代的教育实

践起过积极的作用,而且对现代的学校教育

也产生过影响。笔者认为,研究、评价这⋯原

则,批判地吸收教育学的历史遗产,刈 于激

励我们重视教育规律的深入探讨,是有一定

意义的。

教育要适应自然,早在古希腊的一些思

想家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教育言论中已

有萌芽。而把教育要适应自然作为一条根本

性的指导原则进行系统论述的,却是十七世

纪杰出的捷克教育家、近代教育学的奠基人

夸美纽斯。他在世界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

教育著作《大教学论》中,全面论述了改革中

世∷纪旧教育 ,创建近代新教育的主张。其巨大

贡献主要是:倡导普及教育和统-学制;主
张学习对现实生活有益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

知识和发展人的智力;实施并首次论证了班

级授课制;总结了—系列重要的教学原则和

方法。而贯串在这位划时代的教育改革家的

整个教育理论中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教育

应该在各个方面与自然相适应,即 自然适应

性原则。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夸美纽

斯的自然适应性原则作一评论。

(一
)

夸美纽新提出敬肓必须在各方面与自然

相适应,并以此作为改遣旧教育、建立新教

肓的指导思想r是有其时代背景和世界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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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

夸美纽斯生于1592年 ,卒于!6⒛年。

这个时期的欧洲正处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

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阶级矛盾和思想斗争

非常激烈。一方面正在瓦解的封建制度及其

势力的影响还很强烈;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已经萌芽和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

手工业工人群众的力量和影响正在增长和扩

大 ,农 民起义风起云涌,宗教改革遍及全欧 ,

先进的思想家们与长期禁锢着人们头脑的神

学世界观和经院主义的方法论展开了澉烈的

斗争。在这个新与旧的会合点上:各种复杂

的矛盾在夸美纽斯的世界观黑反映了出来。

在自然观上,作为捷克新教派的成员和

领袖的夸美纽斯旱然具有浓厚的宗教信仰,

虔信上帝创造万事万物和主宰宇宙,但是,

在大发明、大创造的时代熏陶下,他十分重

视大自然的存在和威力。十七世纪, 自然科

学的成就十分突出, 如 哥 白尼 的
“
日心

说
”
,布鲁诺的唯物主义宇宙观J伽利略著

名的落体实验,以及人体血液循环的发现等

等,人们已在广泛而深刻地探索自然、利用

自然以及探索人体自身的奥秘的过程中,显
示了巨大的主观能动性。夸美纽斯勇于芷视

现实,重视研究大自然、认识大自然,重视

这个时代在数学、天文、力学等方面所发现

的许多法则,认为自然界存在着
“
坚 定 不

移
”

的普遍规律,并认为这种普遍规律在动

物界、植物界和人类社会生滔中 都 发 生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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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他说: 
“
莪经过苒三的思考,把一切都

归之于坚定不移的自然规律和标准时,才写

出了《大教学论 》。
″ (《 大教学论》简介,

转引自教育译报1957年 第5期,第 14页 )在夸美纽

斯的著作里 ,有 时也称
〃
自然规律

”
为

“
自然法

则
”
。这种认为自然界存在着坚定不移的普遍

“
规律?或

“
法则

”
的观点,明显地反映了他的

自然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尽管由于时代和

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他往往把自然界的表

面现象当成了
“
自然规律

”,或只看到了事物

之间的个别或局部的联系而不可能全面地认

识和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真正 的 普 遍 规

律 ,但他努力去寻求这些规律 ,突破了天主教

神学世界观的枷锁,在 当时是十分可贵的。正

是这种进步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他的自然

适应性原则奠定了世界观的基础。

在对于人的看法上,虽然夸美纽斯不可

能摆脱宗教神学的桎梏,信奉人类是上帝的

造物,认为人的
“
学问

”
、 “

德行
”
。 “

虔

信
”

的
“
种子

”
是生来就由上帝所给予的,

“
现世的人生只是永生的准备

”
,人生的最

终目的是要
“
皈依上帝

”,但同时他又受到
“
人文主义

”
运动要求人们把目光从天堂转

向尘世、从神转向人的进步思想的影响。他高

度重视人的积极创造能力,赞美
“
人是造物

中最崇高、最完善、最美好的
” (《 大教学

论》傅任敢译,1θ79年新一版第工次印刷,第 10页 。

以下凡引自同书不再注明出处 ),“是理性的动

物
″, “

是造物中的主宰
”,并 认 为 人 要

“
使 万 物 为 己用

”
,雨

“
不应该使自己成

为别个造物的奴隶
”, 

“
也不要成为自己的

血肉的奴隶〃,主张人应该
“
具有能力去管

束万物与自己
”

。夸美纽斯的这种观点与已

往的宗教神学把人看作只能屈服于神的意志

的任意摆布是有很大区别的。他还指出人本

身是∵个
“
小字宙

”
或叫

“
宇宙的缩型〃

,

囚为人
“
包括了一切广 布 在 大 宇 宙 的 因

素
”
。他把人的头脑称做

“
思想的工场

”
,

品
能够接纳整个宇亩的一切事物

”
,这说明

他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还认

为人本身也有其发展的规律和秩序,他把这

种规律和秩序称做
“
次第

”,并要求
“
去观

察能力发展的次第
”
。尽管他还不可能全面

了解和认识入的身心发展的规律,但他努力

去探萦这些规律,这也反映了他的哲学观中

的唯物主义因素。

在认识论上,尽管夸美纽斯信奉上帝的

权威和神的启示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人能

够自然获得万物知识是因为
“
人是上帝的形

象
”
, 

“
上帝的主要特征是全知,所以,全

知的形象应当反映在人身上
”

。他又把
“
人

的心理比作一颗种子或者一粒谷米
”,提出

“
不必从外面去拿什么东西给一个人,我们

只需使他原有的、藏在身内的东 西 显 露 出

来
”

就够了。这些观点显然是唯心主义的。

但由于他从年青时代起就阅读了许多人文主

义的著作,受到了新 自然哲学观的影响,特别

是深受同时代的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先驱——

培根的感觉论的认识论的深刻影响,因而他

在培根提出的
“
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源泉,自

然和物质是研究的对象
”

的基础上,-进一步

提出
“⊥̄切知识都是从感官的感知开始的

”

这一唯物主义的论点。他再三强调
“
知识的

开端永远是从感官来到的
”
,并对人类认识

客观事物的心理过程作过粗略的描述:通过

感官获得体外的感觉,留 下事物 的 影 象 即
“
体内感觉

”
,再记忆在脑子里,以便能重

现∴进行推理和判断。他的这些观点和对人

类认识过程的阐述,虽然还不是辩证唯物主

义的认识论,但确是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感

觉论的认识论。他还强调
“
一个人在自然的领

导之下能够获得关于一切事物的知识
”
,指

出
“
人的知觉的进程像个无底的深渊

”
,人

的心理
“
能量是无限的

”
、 “

天内天外都找

不出一个界限。它上天入地,无所不去!”。

这反映了他承认万物是可以认识的,以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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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视入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这

些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及感觉论的认识论都是

他的自然适应性原则和整个教学论思想的重

要理论基础。

(二 )

夸美纽新自然适应性原则的-个重要内

容,是要求按照自然发展的
“
规律

”
或

“
法

唰
”

来进行教肓和教学工作,并力图从自然

界的类比中论证改革旧教育、建立新的教育

体系的主张。

夸美纽斯不仅详细阐述了宇宙万物存在

着
“
坚定不移的自然规律

”
或

“
法则

”
,而

且认为这种
“
自然规律

”
或

“
法则

”
就是存

在于宇宙万物中的
“
秩序

”
。他说: “

真正

维系我们这个世界的结构,以至它的细微末

节的原则不是别的,只是秩序而已
”, “

秩

序就叫作事物的灵魂
”

。他列举了日月的运

行、时间的流逝、动物界中昆虫的活动,还

列举了人体结构、国家组织、社会各部门的

生产活动,以及人类所运用的许多机械原理

如钟与船的运行、大炮的发射、印刷术等等

大量实例,来说明万物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

其潜力都是
“
秩序的万能的支配力

”
。一切

事物都是依靠它的各个部分按照
“
和谐的秩

序
”
进行

“
组合

”
、 -排列

”
与

“
和谐的动

作
”
,而获得巨大的力量与成功的。夸美纽

斯还认为,人是自然的工部分,人类的发展

及其教育,理应按照宇宙万物中的
夕
规律

”
、

“
法则

”
或

“
秩序

”
来进行。因此,他提出:

“
学校改良的基础应当是一切事物里面的恰

切的秩序
”, “

秩序是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

人们的教学艺术的主导原则。
”

i怎 样才能作到按自然发展的
“
规律

”
、

“
法则

”
或

“
秩序

”
来进行教育和教学工作

呢?他指出: “
要小心地注视自然的作用

”
,

要 去
“
模 仿

”
它 们 。 他 认 为

“
教 学 论

(凶沏 r扌 氵fs)的意思是指教学的艺术
”, “

艺

9ε

术 若 不 模 仿自然,它就什么都作不了。
”

他在名著 《大教学 论 》中,以
“
教 育 的恰

切秩序应当从自然去偕来,不能受到任何障

碍
”

为标题,根据二十九条所谓
“
自然 法

则
”

力图从自然界的类比申,论证他改革旧

教育、建立
“
便利、彻底、简明和迅捷

”
的

新的教育体系的主张。在每条
“
自然法则

”

下面,他都列举了动植物生长中 有 关 的 实

例,并揭露和批判了旧教育违背 自然 的偏

差,从而得出教育和教学上应有 的正 确 结

论。例如在
“
自然遵守合适的时机

”
法 则

下,他列举鸟类在气候适宜的春天繁殖,园
丁、建筑师也选择适宜的季节种植和建造房

屋等事例,揭露汨教育
“
没有选择运用心理

的恰当的时机
”

的偏差,从而说明适应自然

的教育应从人类的春天—— “
儿 童 时 期 开

始
”;一天之中

“
早晨最适宜于学习

”
。叉

如,论述如何使教学达到
“
便利性

″——即
“
使教学进程来得容易

”
而又

“
轻快

”,他
列举了

“
小鸟在它母亲准备的温 暖 与养 育

里
”

才能快乐成长,植物在园丁预备的适宜

的水份与温度中,才 “
乐于精壮生长

”,从
雨得出正确的教育应

“
采用一切 可 能 的方

式
”

去激发学生的
“
求 学 欲 望〃: “

学 校

本身应当是一个快意的场所;所教的科目本

身应有吸引力
”

等结论。他在阐述教学的彻

底性 (即巩固性 )、 直观性等教学原则、规

则以及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学校工作

制度等方面的主张时都引证自然进行类比。

在他看来,只要
“
以自然为指导

”
, 

“
步自

然的后尘
”
, “

教育就不会迷途
”

¨

应当指出,夸美纽 斯 强 调 教育
“
以自

然为指导
”,这是有片面性的。因为,人虽

然有自然属性的一面,但人还有社会属性的

一面,作为人类社会重要内容的教育,也与

自然现象有着质的区别,教育亦有着自身发

展的特殊规律。然而,在当时的历 史 条 件

下,夸美纽斯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主张



教育
“
以白然为指导

”,这就j笆入从只听任

教会神权的摆布下解放了出来,对于经院主

义的iH教育提出了勇敢的挑战。同时,还应

当看到,夸美纽斯的这种教育理论,决不是

从所讠罔
“
白然法则

”
中导出的结论,而是他

对教育实践经猃的总绊。弛在中学 和 太 学

时,就对封建的经院主义 lE教育十分憎恶,

正如他在 《大教学论 》中所揭露的
“
在学校

里,都没有 一秆认真的式广博的教育,所得

到的只是一羽荒谬的、汉有价住的教育
”

,

学生的
“
智力也很少用实际事实来培养,只

是充满字句的皮乇
”, “

学生对学习与书本

都感到厌恶
”, “

悲惨地把生气勃勃的青春

的岁月浪费在一些烦琐的废 话 上 l面
”
。因

此,他主张改丿rt丨 I教育,向 往建立一种新的

教育体系。他认为记种新的教育应该使
“
教

员可以少教,但学生可以多学;使得学校减

少暄嚣、烦厌和无益的劳动,多具闲暇、快

乐和竖实的进步
”
。为了寻求这种新的教育体

系,他在主持兄弟会的学校工作 约 二 十 年

中,在去英国、瑞典、匈牙利帮助改革教育

的实践中,积累了革富的经验,同 时深入地

研究了古代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

主义思想家的教育理论,总纬了白己和当时

教育实践的新经验,建立了
“
便利性

” (即

使教与学的进程容易雨轻快 )、  “
彻底性

”

(即获得真实知识和高尚德行 )、  “
简明性

与迅捷性
” (即不感到烦琐和庞杂 )的新的

教育和教学体系。他在论证这些 教 育 理 论

时,采取了类比自然的方法。

夸美纽斯采用引证和类比自然的方法,

虽有片面的、牵强附会的错误,但与经院主

义教育家完全依据 《圣经 》和神学教条的传

统论证方法是针锋相对的。引证与类比自然

不仅在当时是进步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也有

合理的因素。因为,教育与自然虽属两个不

同的领域,但 10然 发展的某些规律,对于教

育也有可资引喻和l估 鉴之 处。恰 当地、 T∶

是牵强附会地引喻一些自然界事物发展的具

体形象,来说明教育、教学上的一些抽象概

念和理论是有益的:例如,我们今天不是常

把教师比喻成园丁,把儿童比喻成花朵,用
园丁培育花木来说明教师培荞儿童的教育工

作吗?我们不是在用
“
填鸭式

”
比喻

“
注入

式
”
,用点金术来说明

“
启发式

”
教学吗?

何况夸美纽斯所指的白然还包括受教育者本

身呢 !

(三 )

夸美纽斯的自然适应性原则的另-个嚣

要内容,是主张侬椐人的白豁本性和自然倾

向来进行教育和教学工作。这是进步的人文

主义思想在教育上的具体体现。

由于夸美纽斯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因此 ,他不仅要求教育要适应无生命、无思维

的大自然的
“
规律

”
、

“
法 则

”
或

“
秩

序
”

,而且要求教育要适应有生命、有思维的

可称做
“
宇宙的缩型

”
的人的自然本性、自

然倾向即入自身发展的
“
秩序

”
。他认为,

人之所以有健全而和谐的身心,也是圆为有
“
秩序

”
维系着各个部分的完整结构。他还指

出: “
一切生存的事物都有它的 生 存 的 目

的,都具有达到那个目的的器官和工具,并
且它还有一定的倾向。

”
因此,人 生 的 目

的,就是要成为
“
理性的动物

”
,“万物的主

宰
”

。人的头脑、心智和人体的各种感官就

是达到人生目的的器官和工具
”, “

喜爱与

渴求和谐
”, “

求知欲望
”, “

忍苦耐劳
”

等等,就是人的自然
“
倾 向

”
。据 此,他 提

出:顺应人类这些白然本性和自然
“
倾向

”

来进行教育,应是整个教育和教学工作的出

发点;培养身体、智慧、德行和信仰几方面

和谐发展的人,则是教育的目的。

他列举人们喜爱媚人的图画、美丽的像

片⋯⋯等等,是因为它们的
“
部分与颜色的

比例令人喜悦
”
;人人喜欢昔乐

“
是因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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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和谐生出了一种悦耳的调和
”,进而指

出人的眼与耳的
“
快感

”
是很白然的, “

人

身上全有和谐的根柢
”

。我们从今天的心理

学角度来看,快感属于情感的范畴,夸美纽

斯所列举的
“
快感

”
的内容则是属于人类的

审美感。由于 时 代 的 局限,夸美纽斯当然

不可能深刻认识快感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

性的精神需巽或物质需要,审美感也是属于

`社会性的情感。但整个说来,情感 (包括喜

爱和谐 )和其它心理过程一样,是有其生理

基础的,都是大恼的机能,足人对客观事物

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的反映。夸美纽斯正

视人
“
喜爱和话

”
、 f渴求和谐

”
的倾向,

是有合瑾性的。夸美纽斯还强调: ∶人本扌

就是身体方面与心理方面的和谐。
”

人的身

体如果破坏了这种和谐,就会出现 种 种 疾

病,丧失健康;人的心理丧失和谐,也会出

现异常。因此,教育的目的应使人的本性中

过多或过少的成份变得适宜,达到和谐和完

美。应当指出:夸美纽斯主张培养和谐发展

的人与他提出的
“
学问、德行与虔信的种子

自然存在于我们身上
”

的观点是分不开的。

而在这个观点上,他的看法有时又是自相矛

盾的。当他解释为
“
不必从外面去拿什么东

西给一个人
”, “

只需便他原有的、藏在身

内的东西显露出来,并去注意每个各别的因

素就够了
”

时,应该说这是唯心主义的。但当

他指出
“
实际的知识、德行与虔信却没有给我

付l” 时,我们就可以把先天的矫u子
”
理解为人

接受知识、养成德行的遗传素质,这种观点

则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不应掩饰夸美纽斯

认为的先天的
“
种子

”
是上帝赐予的,人生

的最终目的是
“
皈依上帝

”
。这反映了他的教

育目的的见解中还渗透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但又不能因此而低估夸美缉斯要求依据人的

自然本性和倾向,培芥在 身 体 、 智慧、道

德和估‖诸方而和谐发压的

^的
教育目的的

巨大进步志义。它不仅代衷新兴的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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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摆脱封建的束缚,要求皮展资本主义经

济与科学文化所需要的人,而且它还为近代

教育学中的教育目的奠定了基础,在教育史

上是一个重大的变革。

夸美纽斯的教育目的中,十 分重祝身体

的健康。他认为: “
身体不独是 灵 魂 的 住

所,而且是灵魂的工具。没有这个工具,灵
魂便听不见什么、看不见什么¨⋯甚至想都

想不了什么
”
。这与中世纪神学世界观认为

“
肉体是灵魂的监狱

”,主张通过折磨肉体

来拯救灵魂的原罪说,以及不许锻炼身体而

束缚身心自然发展的教会教肓足 针 锋 相 对

的。为了保持
“

l迳 好的健康
”
, 他 还 在 饮

食、起居以至如何巧妙地分配读书时间等方

面,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手l主 张,有的至

今仍有借鉴的价值。

在智慧方面,针对经院主义教育只教宗

教教条,不许了解现实生活;只要死记硬背

教会法规 ,不许独立思考 '学 生所得的是一种

狭隘贫乏烦琐而无用的知识等等弊病,他主

张
“
博学

”
,特别是他主张

“
扌r:-ˉ 切事物教给

一切入
”,要求对学生进行

“
百科全书式

”
的

教育,并曾长期从事
“
泛智论

”
的研究,力

图从人类自古以来积累的知识中,选出最主

要、最基本,真正有用的作为教学内容。从

我们今天要求学生扩大知识面,学 习边缘学

科。 综合各门有关的科学技术,从事开发的

学术研究的趋势来看,夸美纽斯是颇具远见

草识的。他还认为知识与智力的发展应并重 ,

应通过观察、思考发展智力。这些见解和主

张无疑是符合当时和现代的要求的。

在道德教育方而,虽然夸美纽斯认为宗

教是不可少的内容,但他针对封建贵族和天

主教会上层僧侣的偏见和腐 化,要 求 培 养
“
持重、节制、竖忍与正直

”
等品质,强调

“
德

行应该在邪恶尚未占住心邋 之 l讠扌,极 早 叮

咛
”, “

不使任何邪恶得到一个进口
”
,“德

行是常作正当的事情学来凼
”
'以及重视

“
父



母、导师的榜样的作用
”,这在今天的教育

中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还须看到,夸美纽斯重视人的力量,认

为人
“
具有求知的欲望

”,提 出了普及教育

的民主要求。他指出: “
眼睛是天生爱见光

亮的,它乐于去 张 望,它 能 看 到 一 切物

件
”, “

人心也与眼 睛
”一 样, “

永远 都

爱追求知识,注意知识,取得知识
”

。人的

心灵就如园地中的泥土,是可以栽种各色花

木 ,结 出累累果实的;教师只 要 肯 努 力,又

讲求王作艺术,人的知识和智慧是可以无限

地发展起来的。他反对所谓有的儿童由于
“
智

力迟钝″而不宜学习的观点,强调
“
世上找

不出一个人的智力孱弱到不能用教化去改造

的田地″, “
女性完全不能追求知识¨⋯也

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

。据此,他提出
“
所有

城镇乡村的男孩和女孩,不论富贵贫贱都应

该进学校
”

。社会应该
“
把对青年终生终世

都有用处的事物教给一切六岁到十二岁的青

年
”, “

拉丁语学校也不应限定只有富人、

贵族和官吏的子弟才能入学
”

。夸美纽斯的

这些要求,主观上是力图突破封建贵族和天

主教会对学校的控制,特别是对中学·和太学

的控制 ,为新兴资产阶级争取受教育的权利 ,

在客观上则反决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这

在当时和现代都:lt有进步意义。

(四
)

夸美纽斯晚白然瀑露惟原哪拂最重要和

褰有佾值的内容,暴要求攀审符合儿蕈的年

龄特征和个别羞异,并姆此楫出和诊讧了-
系列霉要中教事原则和方渚。

夸美纽斯详细观察、研究了丿Ll童身心自

然发展和成长的过程及其条件,把儿童从出

生到成人接受教育的过程划分为四个时期,

即婴儿期、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每个

时期太约六年。他按照这四个不同时猢的特

点,提出必须建立相应的四种不同类型的学

校。这在教育史上是继亚黑斯多德之后,又
一个按照儿童身心自然发展的特春提出的教

育年龄分期,其巨大的功绩在于首次墀出了

一个前后衔接的统一学校教育制度。即:婴儿

期——母育学校或称家庭教育;儿童期——

国语学校 (设在每个村落进行普及的初等教

育 );少年期——拉丁语学校 (设在每个城

市实施中等教育 );青年期∵一大学 (设在

省或王国 )。 可以看出'这种学校的设置打

破了封建教育的等级限制,体现了背及初等

教育的民主要求,对后世资本主义学校制度

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夸美纽斯对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教育、儿

童智力的早期开发十分重视。他根据婴幼儿

的身心发育特点是身体增长和外部感觉发展

的时期。要求由母亲对他们进行家庭教育。

主要使他们获得有关自然界、社会生活和家

庭生活的初步知识,学到将来一生都需要的

多方面知识的萌芽。他的专门论述学煎教育

的名著 《母育学校》是幼儿教育的蓝图。这

本著作在欧洲各国产生过目大的影响,后来

著名的德国幼儿教育家福录培冬也曾经从淬

本书中受到启发。当今世界广为重祝儿童智

力的早期开发,普遍设立了公众的学前教育

机构和研究机关,取 得 了
“
革 命惟

”
的成

果'这与夸美纽斯的开拓性工作是 分 不 开

的。我们国家已认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

但还须进一步引起普遍的蕈视。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夸美纽斯要求每个村

落或市镇都应设立国语学校瑛小学。这种学

校的教育内容除读、写、算、宗教外,∷ 诿有

自然常识、历史、地理、劳作、 唱歌等 科

目,教育中应着重发展儿童的记 忆和想像

力。他的名著 《泛智学校》就是他在匈牙利

一所初等学校进行实验的总结。这是一部实

施普及初等教育开办新型学校的方案。书中

不仅阐述了他的
“
普及 教 育

”
和

“
泛智 教



育
”
思想 ,而且在学习方法上根据儿童认识发

展的特点,提出了
“
先学初级的,后学高级

的∷, “
先学重要的,后学次要的

”
和

“
有

联系的同时并进
”

等正确的主张 。 这 些 主

张,ˉ在今天的教育中也是适用的。

夸美纽斯对于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也有

不少有益的见解。例如,他主张中等学校设

立
“
四种语文

”(除必学本族语外还包括拉丁

文、希腊文、希伯来文 ),这类似于今天中

学的外语课。他主张学习
“
百科全书式

”
的

知识,凡读完了全部课程的青年都应受到一

种训练,这类似今天的中等专业 和 职 业 教

育。关于大学教育,他要求重视学生
“
经管

事务
”

的能力与
“
研究

”
能力的培养,主张

采用旅行式的学习方法。此外他还主张设立

一个
“
学校之学校

”
或称

“
教学法学院

”
。

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都是颇

可借鉴的。

但他主张母育学校发展幼儿的感知觉,

国语学校着重发展儿童的想象力、记忆力,拉

丁语学校再培养理解力、判断力 ,这就显得有

些片面和过于机械。这是由于时代的局限,

使他在研究儿童的年龄特征时,对儿童身心

的发展是-个辩证统一的过程,不可能有全

面深刻的认识。

夸美纽斯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对学校制

度、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原则、方法,甚至

教科书的编写等等都提出了不少正确的见解

和圭张。例如,他主张
“
国语学校每天学习

四小时,拉丁语学校每天学习六小时,每个

学时之间都要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
”

。这是

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又如,他
从儿童心理的角度研究了班级授课制的优越

性,指出
“
在学生方面,大群的伴侣不仅可

以产生效用,而且也可以产生愉快 (囚为人

人乐于在劳动的时候得到伴侣 );因为他们

可以互相鼓励,互相帮助
”
。特剔是在班级

里进行练习或复述时, “⋯个人的心理可以

1QQ

激励别一个人的心理,一个人的记忆也可以

激励别一个人的记忆
”

。这种见解无疑是正

确的, “
班级授课制

”
至今仍是许多国家学

校教学的主要组织形式,这与夸美纽斯的贡

献是分不开的。

夸美纽斯的 《大教学论 》以约三分之一

的篇幅论述了他的新教学体系的三条主导原

则,即便利性、彻底性、简明性和迅捷性原

则,以及教与学的一般要求和各门具体学科

的教学法。后人把这些内容归纳为直观性原

则、 自觉性原则、量力性原则。这些教学原

则,是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

夸美纽斯要求教师必须遵循的一条金科

玉律-—直观性原则,是根据他对儿童的年

龄特点的认识和感觉论的认识论提出来的。

他指责旧教育只教学生用别人的眼睛去看,

用别人的脑筋去想,而没有教会学生自已去

观察世界,靠这样的方法去获得知识
“
是无

根的树
”

。他强调
“
感觉是记忆的最可信托

的仆役
”, “

假如我尝过一次糖,看见过一

只骆驼,听到夜莺唱歌,或是到过罗马,每
回却用心地把事实印在我的记忆上面,那些

事实便会鲜明地、永远地留在那里
”

。因此

他主张把
“
教学从引经、据典、咬文嚼字的

文字教学的绝路上解放出来,采取直观的方

法,从观察实际事物开始
”

。要求
“
在可能

范围内,一切事物都应该尽量地放到感官的

跟前
”,或者

“
利用代替它们的代表

”
,如

范本、模型等等。夸美纽斯的直观性原则,

一方面反映了他对教学的客观规律的—定认

识,另方面又有其片面性,对用文字代表的

概念的重要性估计不足;要求凡 事 必 先 观

察,未免过于机械。但正是他第一次从理论

上论述的这条直观性原则,经过二百多年来

教育家们的不断修改和补充,以辩证唯物主

义的认识论和科学的方法论为基础,在教学

实践中己发挥其巨大作用。特别是今天,运

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亩观教学氵扌{!1言[观性



原则推向 r一个新 F勺 高度。

关于自觉性原则,夸美纽斯指出
“
要启

发儿童学习的愿望和主动性
”

。他认为,孩
子们之所以缺乏学习的兴趣和欲望,或是由

于教师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或是父母溺爱

纵容坏了,或是不良环境的影响 , 因此 父

母、教师、学校必须排除这些干扰,用 一切

可能的方法去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他主张

用循循善诱,选择实际有用的知识为教学内

容,向学生说明学习的益处,并注意教学艺

术,使授课富有吸引力,利用直观教学引起

学生好奇心和学习兴趣,讲究学校与教室的

布置,适当的奖励等等方法来启发学习的自

觉性。这些见解和主张是符合儿童年龄特征

与教学的客观规律的,不仅在当时有进步意

义,而且在今天也有借鉴价值。

夸美纽斯提出的量力性原则,是 “
要按

学生的年龄及其已有知识循序渐进地进行教

学
”

。他指责旧学校用繁多、无用的教材 ,

强迫学生死记硬背,使学生的心 理 负 担 过

重,甚至使他们
“
产生恶心与痴癫

”
。这尖

锐的批评不仅击中了时弊,就是今天我们也

应引以为戒。
∶
他认为

“
学生不可受到不适于

他忄f的年龄、理解力与现状的材料的过分压

迫,息否则便会在不实在的事情上面耗掉了他

们的时间
”

。他生动地指出,有的教师不按

学生所能领会去做广而是尽白己所愿教的去

教, “
犹如向仄口瓶子猛灌多量水一样,结

果 大 量 的 水 却 流 到 瓶外,最后瓶中所得

之 水 比缓 缓注入的还要少。
”

他强调教学

要适合学生的能力,这是合理的,但他对如

何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促进学生能

力的发展却认识不够。他片面地强调
“
除非

不仅是青年人的年岁与心理的力量所许可 ,

而且真是它们所要求的,便都不 可 教 给 他

们
”
。这就有消极迁就儿童自发 要 求 的偏

向。他还认为
“
假如—切事情的安排全都适

合学生的能力,这种f汔 力自然是会和学习与

年龄同时增长
”

。这种见解是不够正确的。

因儿章的能力的发展,并不是随年龄增长与

学习而自然增长的,是以客观环境与教育向

儿童提出新的要求与他们已有的能力发展水

平之问的矛盾作为动力,推动他们向更高水

平发展的。当代一些实验证明,教学内容若

超过学生努力都达不到的难度,固然是不合

适的;但是若只消极适应学生的现有水平,

不需付出较大努力就可达到,学生熊力的发

展也只能延缓甚至停滞不前,或受到压抑与

损害;当教学中对学生提出的要求,经过他

们的努力和克服了困难而实现时,他们就会

感到愉快和满意,从而激发学习的欲望和兴

趣,使心理的发展得到更大的动力,加速其

能力发展的进程。尽管夸美纽斯没有也不可

能有如此的认识,但他针对中世纪经院主义

学校的强施硬灌提出教学要按学生的年龄和

已有知识循序渐进的进行,仍是可取的。今

天看来,如果 不 把
“
渐

”
理 解 成

“
慢

”
,

而理解成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来进行教

育教学工作,就是符合客观规律性的。

此外,夸美纽斯还十分重视依据几童年

龄特征编写教材。他亲自编写的 《语言和科

学入门》” 把拉丁文学习与本国语对照,∶使

售饔骛雾薯窑尹溏鑫霪乩蛋三蘖笤薹↑卺箕

图解 》,配有工百多蜉亲白绘制的生动插图。

是教育史上第一次根据儿童年龄特点和教育

的要求为儿童提供的优秀初级 读本 。 这 两

本书出版后,迅速被译成欧亚两洲+余种文

字,流行了两百多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夸美纽斯不仅要求教育要符合儿薰的年

龄特征,而且要求要符合儿童的个性差异。

他认为
“
有的人对于抽象的利学很有能力,

但对于实用的功课就缺乏才干;有些人除了

音乐之外,什 么都能学会;有 些

^~却

不能精

通数学、诗词和逻辑
”,㈧此

“
同一个方法



是不能够同样地施用于一切人们的
”

。他强

调
“
要让每个人都顺着他的天性的倾向去发

展
”, “

知识若不合于这个或那个学生的心

理,它就是不适合的
”

。夸美纽斯重视儿童

的个性差异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他对儿童

才能存在着的差异未能作出唯物 主 义 的 解

释,甚至还有错误。例如,他根据接受知识

的快慢 (伶俐或迟钝 〉,接受长者教导的态

珲 (∶零和顺从或竖牢不属 ),枣卸徘的高下

(、 渴于求学或懒
J晴 ),把儿章区分成六种不

同∷粪犁的性格!这显然不科学,∶ 带有随意

性。特别是他认为第六淇型的儿耄智力
`、

性格倔强、邪恶, “
这种人很少 有 H^么 用

处
”,则是错误的。

总的说来,夸美纽斯的自然 适 应 性 原

则,作为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一种

教育思想,它与近代法学、近代医学理论中

要求适应自然的原则一样,都是具有时代特

征的:既有其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又有其历

史的局限性。在夸美纽斯之后,许多民主主

义教育家,。 如卢梭、裴斯塔洛齐、第斯多慧

等,他们都不断地从不同角度论证和发展了

自然适应性原则,对当时以及后世的教育产

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切是与近代

教育学鼻祖夸美纽斯的历史功绩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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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美。例如: “
蟹黄嗔止酒,鸡自劝加餐。

”(《 杂荪》)“古古今今路,朝朝暮暮行。
”

(《 长沙道屮》)“声八家家树p凉传处处窗。乱流鸣决决,垒鼓闹庞庞。
”

〈《骤雨》)

“
徘徊恭忍指鸦胁,寂窠犹能顾雀罗。∶

”
(《 赠搏扌承无议无尽》)。

(甲 )巧于用事。宋诗特别是江西诗沤统治的扎宋后期和南宋初期的诗圬↓? 以事入

常氵邺故薄纂,形骞棼蝎是泮较突出的现豪。唐庚诗当然也在-定程度上受到了一些影I向

、

诗中节用典故,驷 “
舶熊夫补罅,冥欲海蜞深。

” (《 自笨》)阝一杯相马酒,千古竹褂
人。山

^水
幕跨,蚁浮彭泽巾。

”
 (巛瘁诸公饮开乖寺鹤翁有诗因次其韵》) 

“
朝持汉使节,蓦

作雄囚奔ρ路八苒骚国,江涵锇乃村。
” (《 武陵谭中》)等。但用事奏巧,不为事使,綦

举上僻到了 “
有而肴无,实雨若虚。

”
(《 明王世刂△》)可谓善使事者。

唐庚义享的芑术特点,我们在前面分析某思楫内窬时鹊可看到,具有紧密联不社会现

芳∵叩中睇畅,平易朴实,长于议论,见解深刻的特点。除前面谈到过的一些文章外,他的

《悯俗论》《王友论》、 《射象记》、 《易庵记》、 《大鉴碑阴记》、 《新修敕书楼记》及

《
=国

恭事》等均零现出作耆勇于独立糈讨,不 囿戚兄,敢发前人所苯发的精神。他的《三

甲奉事》两卷,被明代徐丿孰称为
“
评枣斧够

”
。由于唐康文覃熊密切联系实际'因此立论通

达而不拘泥,叨言中务,时利义贞,逻辑性强,多为可米。所以《宋史》称他
“
善于属

义
”, “

为文精密,谭于世务,时人称之。
”
可凡夸庚当时秭以文章知名于i±。南宋刘苋庄

在《后村诗话》中称
“
子西渚文皆高,不独诗也。

”

孑0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