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体良论儿童教育

北京师大教育系 刘传德

昆体良 ( Q u 恤 t让该 nu s ,

约 3 5一 9 5 )是古罗

马著名的雄辩家
、

教育家
。

他根据自己丰富的

教学经验
,

总结前人和当时教育的研究成果
,

在他晚年时写出了其教育专著《雄辩术原理 》

(又译《雄辩家的教育 )))
。

书稿遗失达 1 4 0 0 多

年之久
,

直到 1 4 1 6 人才被重新发现
,

这时正

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
,

它为人们重新认

识古希腊
、

古罗马的文化教育
,

提供了一个重

要的文献资料
。

昆体良的著作曾轰动过整个

西方世界
,

也深深地打动过一些人
。

16 世纪

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
·

路德 ( M ar t in L ut h e : ,

1刁8 3一 1 5 4 6 )读了此书后深受感动
,

他在给友

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 “

我喜爱昆体良更甚于几

乎所有其他教育权威
,

因为他 既是教师
,

也

是模范的雄辩家
,

即是说
,

他是以理论和实践

的最巧妙的结合进行教育的
”

①
。

从而给人莫

大的启遗
。

昆体良教育的根本 目的 在于培养善 良

的
、

精于雄辩的人一一雄辩家
。

雄辩家在罗马

人生活中是个受人尊重和 向往的专职
。

什么

展开公共生活的讨论
、

为著名人物作颂词
、

战

争前的动员鼓励
、

法庭前的慷慨辩护
。

这些工

作和职责使演说家的教育在罗马曾时行了好

fL 百年
,

昆体良继承了西塞 罗 c( ice or
,

公元

前 1 06 一 4 3) 的雄辩家教育主张
,

并作了新的

补充和发展
,

避免因袭前人的老路
,

力求另辟

蹊径
。

昆体良认为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演说家
,

必须具备三个不易达到 的条件
:

第一
,

应具备

很好的道德品质
。

一个雄辩家首先必须是一

个善 良的人
,

他坚持把崇高道德的培养放在

教育工作的首位
,

他说
: “

我的 目标是完美的

雄辩家的教育
。

这样一种雄辩家的首要因素

是他应是一个善良的人
,

因此
,

我要求他不仅

具有非凡的演说天才
,

而且 同时要具备一切

优异的品格
”

②因为
“

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公

民并能履行其公私职责的人
,

一个能够用自

己的意见指导 国家
、

用他的立法给国家奠定

稳固基础
、

用他以法官身份的判决消除邪恶

的人
,

无疑 只能是我们所要求的那种雄辩

家
。 ”

③在 昆体 良看来
,

一个有能力而无道德

的人
,

较之没有能力 的人
,

对社会的危害更

大
, “
因为

,

如果以演说的才能去支持罪恶
,

那

么无论私人的还是公共的角度看
,

没有什么

东西 比雄辩术更有害的了
,

而我自己竭尽全

力帮助培养雄辩家的才干
,

就应当受到世人

的谴责
。

因为我不是给战士提供武器
,

而是给

强盗提供武器
。 ”

④如果一个掌握了雄辩术却

用于
“

教唆犯罪
,

压迫无辜
,

与真理为敌
,

倒不

如生来聋哑
,

没有理智的好
” 。

⑤第二
,

应有丰

富的阅历
、

渊博的知识
,

只有以完备的学间作

基础
,

才能使演说具有权威性
、

正确性
,

也就

具有了说服力
。

而获得知识
,

就必须勤奋地学

习
、

刻苦地钻研
,

碑不能马马虎虎
,

更不能三

心二意
,

胡思乱想
。

因为一个头脑充满杂会的

人
,

就不可能集中注意于追求高深的学间
,

因

为 只有
“
当头脑无挂无碍而成为 自己的主人

时
,

当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妨碍
、

分散注意力

时
,

才能集中精力于所要追求的 目标
” ⑥

。

那

些
“
孜孜于猎取地位

,

汲汲于追逐财富
”

⑦
,

“

耽溺于此等追求为乐
,

把光阴掷给这花花世

界
,

如果让这一切剥夺了我们大量学 习时间

(因为在一件事情
.

上花去了时间
,

就损失了做

另一件事的时间 )
。

野心贪婪
、

嫉妒由此而生
,

它们的刺激性是如此强烈
,

甚至使我们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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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眠
,

眠不能梦
。

试想
,

这一切将造成什么结

果 ?’’ ⑧为此
,

昆体良痛切地指出
: “

没有什么

东西像一个有邪念的头脑那样心烦意乱
、

心

猿意马
、

被无穷无尽的五花八门的情感所撕

裂
; … …在这些心神不安之中

,

哪里还有学间

的地位 ? 哪里还有任何高尚追求的地位 ? 无

异于在荆刺丛生的田地里是没有稻谷生长的

余地的
” ⑨

。

他还认为
,

一个雄辩家可能不是

音乐家
、

几何学家
,

但是他不能没有这方面的

知识
。

即使这些学识在辩论的过程中可能不

会明显地体现出来或对它们起推动作用
,

然

而却能以一种内在的无声的力量对辩才作出

贡献
” L

。

它正如蜜蜂采集各种花卉的汁液制

成人类技艺所不能模仿的蜂蜜的奇异芬芳
。

他指出如果一个人知识的基础不深厚牢固
,

那么他的事业成就迟早会坍塌
。

为此
,

他力主

雄辩家的教育必须以宽广深厚的普通教育为

基础
,

学 习一切领域的知识
,

这样
,

才能成为

一个完美的雄辩家
。

而对待古往今来的知识
,

既要认真学 习
,

又要以创造性的分析批评的

态度去对待
,

不可盲从
,

也不可被别人的观点

束缚 自己 的思想
。

第三
,

演讲风格要朴实自

然
、

简洁优美
、

真切感人
。

要做到这一点
,

昆体

良认为必须
“

掌握丰富的精辟词汇
,

懂得应用

它们的正确方法
,

学会一些修辞手段
,

这些修

辞手段不是临时生造的
,

而是从自己的储备

中水到 渠成地取用的
,

就如同从百宝箱取用

一样
”
@

。

要杜绝一切浮华之风
,

严防
“

滥用词

汇自夸
,

或滥用幼稚的警句
,

或以装腔作势
,

洋洋 自得
,

… …或把夸张看成崇高
,

或以自由

演说之名
,

给狂人的胡言乱语套上花环
”

L
。

要弄清楚这些
,

必须精通一切学间的
、

洞悉他

所要演说的主题
,

并且根据 自己的特点
,

充分

研究声调
、

手势
、

表情
、

仪态
、

用词
、

隐喻
、

修辞

手段等
,

以便使演讲能获得最大的成功
,

达到
“

争取法官的同情
,

控制听众的情绪并打动他

们的心弦
” L

。

只有完全做到 以上 的各项条件
,

才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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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出昆体良所要求的
“

伟大而不过分
、

崇高而

不暴烈
、

勇敢而不卤莽
、

稳重而不沮丧
、

有力

而不徽散
、

生气勃勃而不放荡
、

外貌悦人而不

放肆
、

庄重而不装腔作势
”
的雄辩家

。

而这种

雄辩家的培养不只是修辞学校的任务
,

而是

包括学前教育
、

初等
、

中等教育在内全部教育

工作共同的任务
。

一
、

儿童要及早受教育

昆体良在 《雄辩术原理 》第一卷
、

第一章

开 宗明义就提 出
: “
当儿子刚一出生的时候

,

但愿作父亲的首先对他寄以最大的希望
,

这

样
,

才会 一开始就精心地关怀他的成长
”

L
。

接着
,

他主张
: “

凡是每个儿童都要学 习的东

西
,

就应该早点开始学
”

L
。

因为
“

婴儿时期的

所得是青年时期的收获
” L

。

他还告诫人们
:

“

早期年龄阶段的光 阴不要浪费
” , “ 7 岁以前

的收获无论怎样微小
,

为什么就要轻视它呢 ?

诚然
,

7 岁以前学习的东西 无论怎么少
,

但有

了这个基础
,

到 了 7 岁就可以学些程度更深

的东西
,

否则到了 7 岁还只能从最简单的东

西学起
” 。

他认为未来雄辩家的培养和教育是

伴随着婴儿的 出生而开始的
,

他公开宣告
:

“

我的计划是引导我的读者从伊呀学语开始
,

经过初露头角的雄辩家所必需的各个阶段的

教育
,

一直到雄辩术的顶峰
” L

。

昆体良还从

儿童心理和生理特征
,

来强调学前教育的必

要性
。

他说
: “

还有深一层的理由
。

愈是年纪

小
,

头脑就愈 易于接受小事情
,

正如只有在身

体柔软的时期
,

四肢才能任意弯曲
,

强壮本身

也 同样使头脑对多数事物更难于适应
”

L
。

另

外
, “
因为初步知识仅仅靠记忆

,

而记忆不仅

存在于儿童时期
,

而且儿童时期的记忆甚至

更加牢固
,

正因为如此
,

就更没有借口 浪费早

期年龄的光阴
”

L
。

他深信
,

教育在人的形成

中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认为 人可以通过教

育得到培养
、

完善和发展
。

天生畸形和生而有



缺陷的人只是稀有的例外
,

绝大多数人都是

可以培养也必须加以培养的
。

如果有人没有

得到应有的发展
,

那么缺少的不是天赋能力

而是培养
。

他认为一个未来雄辩家的培养决

不能等到七岁以后才进行
,

他列举当时两种

相反的看法
,

一种认为
“

儿童在七岁以前
,

不

要教他们认字
,

因为从七岁开始儿童才能理

解所教的东西
”

@ ;一种认为
“

儿童时代没有

哪个时间不应当受教育
”
@

。

昆体良对此则表

示
: “

我主张从婴儿时期起就型范我的雄辩家

的学业
”

L
。

他认为这如同对待一座建筑物既

要讲究其上层建筑
,

又要注重其坚实基础
。

教

育上
“

除非我们首先从初步阶段做起
,

不然要

想在任何一门学科上达到顶峰是不可能的
”

@
。

他还认为儿童具有很大的发展可能性
。

他

作了这样的比喻
: “

鸟生而能飞
、

马生而能跑
、

野兽生而凶残
、

唯独人生而具有敏慧而聪颖

的理解力
”

L这种 自然所赋予的特性有待于

通过教育来发展
。

儿童生来就具有接受教育

的积极性
,

因此
,

人的教育应该及早开始
。

二
、

论儿童的看护者
、

父母和教师

昆体良十分重视儿童周围的人所施加给

儿童的影响
。

为此
,

提出必须十分慎重选择儿

童的看护者和教师
。

要求儿童的看护者
,

必

须身体健康
、

说话清楚正确
。

因为
“

儿童首先

听到的是她们的声音
,

儿童模仿的是她们的

语言
”

L
。

他认为这些人整天和孩子接近
,

他

们的一举一动
、

一言一行
,

都会直接或间接地

影 响着 儿童的言谈举止
,

他生动地举例说
:

“

我们天生地能历久不忘孩提时期的印象
,

如

同新器皿一经染上颜色
,

其色久不能改
”

L
。

小时候进入脑海中的深刻 印象会长久保存
,

不易忘怀
。

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

好的习惯变

坏是容易的
,

但何时能使坏习惯变好却谈何

容易
”

L
。

为此
,

他强调家长和家庭教师都要
“
在开始的时候给他们指出正路

,

而不要等到

他们走错了路 以后再把他们从迷途中叫回

来
”

L
。

要做到这一点
,

家长和教师自身最好

是个知识 渊博
、

通古知今
、

道德高尚
、

言谈合

礼的人
,

而无论如何绝不能是粗懂文墨而狂

妄 自满
,

更不能是愚昧无知而又装腔作势的

人
, “
因为再没有什么比那种浅尝辄止

、

固步

自封于 自己在知识方面的错误偏见之中的人

更有害的了
” L

。

他们往往是将自己的愚蠢无

知灌输给
、

托付给他们的孩童
,

致使某些坏习

惯稍稍地浸染给了儿童
,

于是傲气
、

骄横
、

有

时甚至暴烈随之滋涨起来
,

童年受教育直到

长大成人
,

这些坏习惯就仍然难以改掉
,

正是

由于家长和教师的愚蠢和失检行为
,

而带给

孩子们无穷的危害
。

为此
,

昆体良深切体会到

做一个学前教育工作者责任和重大
,

从而对

幼儿教师提出了一系列严格的要求
;

第一
,

教师要热爱儿童
,

只有热爱儿童才

能教育儿童
。

昆体良指出
: “

教师要以父母般

的感情对待儿童… … 他应当严峻而不冷酷
,

和蔼而不放纵
,

否则
,

冷酷引起厌恶
,

宽容指

致轻视
”

@
。

教师只有以自己理智的爱才能赢

得儿童的尊敬
;
儿童也就会

“

视教师如父母
” 。

从内心深处愿意接受教师的指导
, “

相信教师

教给他们东西
,

愿意仿效教师
,

当他们的错误

被纠正时不会生气
,

当他们受到表扬时会感

到鼓舞
,

他们会 以种种的努力尽可能取得教

师的珍爱
”
@

。

第二
、

教师要善于观察儿童
、

了解儿童
,

昆体良认为
“
一个高明的教师

,

当他接受托付

给他的儿童时
,

应当首先弄清他的能力和资

质
”

国
。

同时要
“

善于精细地观察学生能力的

差异… …因为各个人的才能的确有不可思议

的差别
。

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
”

⑧
。

正是由于

儿童的性格特征是千差万别的
,

所 以教师就

不应该用 同一种方法去对待所有的儿童 ; 而

只有真正 了解了每一个儿童
,

才 能根据其个

性享赋适 时教育
,

长善救失
,

比如
“

有些孩子

是懒惰的
,

除非你激励他
;
有些孩子听到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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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怒
;

恐吓能约束某些孩子
,

却使另一些孩

子失去生气 ;有些孩子由于持续的勤劳而得

到陶冶
,

另一些孩子因短期的努力而成就更

好
。 ”

L对儿童教育运用之妙就在于 因材施

教
。

第三
,

教师要仔细考察儿童的接受能力
,

教学 内容要通俗易懂
、

深入浅出
。

昆体良把儿

童的学习生动地比作
“

正如紧 口瓶子不能容

受一下子大量流进的液体
,

却能为 慢慢地甚

至一滴一滴灌进的液体所填满… … 他们远远

不能理解的东西是不能进入他们的头脑的
,

因为头脑还没有成熟到能容受它们
”

L
。

为

此
, “

教师本身要小心谨慎
,

… … 他在教育头

脑尚未成熟的学生时
,

不要使他负担过重
,

要

节制 自己的力量
,

俯就学生的能力
” L

。

相反
,

“

愈是无能的教师
,

愈是教得晦涩难懂
”

L
。

而
`

优秀教师的教学方法往往明 白易懂
,

因而

教学效果也最好
“

L
。

第四
,

教师要正确运用批评和表扬
。

昆体

良把这看作是教育艺术之所在
,

对于年幼儿

童尤为重要
。

他说
: “

有必要提醒教师注意
,

在

纠正学生的错误时
,

如果过于吹毛求疵
,

学生

就会丧失努力的信心
,

意志消沉
。

最后会憎恶

他 的功课
,

耽心动辄出错
,

什么功课也不想

做
”

L
。

这正如
“

农民所熟知的现象
。

他们认

为嫩枝不用砍刀
”
@

。 “
因此

,

对这个年龄的学

生
,

教师要尽量和蔼
,

不论对错误的纠正多么

严格
,

也要以温和的方式进行
。 ”

L
。

而
“

对不

同年龄的学生
,

纠正错误要用不同的方法
”

L
。

孩子的错误要及早发现
、

及早纠正
,

因为
“

错误在年幼时得不到纠正
,

在以后的生活中

就会成为难改的积习
” ⑧

。

关于对待儿童的优点进行表扬或褒奖问

题
,

昆体 良要求教师做到
“
既不吝惜

” , “
又不

滥用
” 。

因为吝惜表扬或褒奖会锉伤孩子的热

情与积极性
;
滥用表扬和褒奖

,

又会滋长儿童

的虚荣心或 自满情绪
。

所以
,

教师对于儿童的

良好表现
,

应该及时恰当地作出评价
,

让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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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懂得
“

获得表扬是一种巨大的荣誉
” L

。

大

家都要珍借它
。

三
、

论娇惯儿童的危害及榜样的

作用

昆体良针对当时罗马社会风气之不 良而

造成不少混淆视听的现象如
: “

漫骂被当作言

论 自由
,

草率鲁莽被当作勇敢
,

挥霍被看作富

裕
”

L
,

等深恶痛绝
。

尤其由于一些富有之家

和 无知父母本身的道德败坏
、

无原则 的宠爱

纵容儿童
,

使孩子们
“

所看到的是情妇和妾

童
。

每次宴会时室内充斥着糜糜之音
,

人们羞

于出口的事却触 目皆是
。

正是从这样的实践

中养成了习惯
,

以后就变成了天性
。

可怜的孩

子在还不知道这些事是邪恶时就学会了这些

邪恶
。

于是
,

他们变得放纵
、

娇气@
。

这种孩

子
”
他们在轿椅里长大

,

一旦两脚着地
,

就得

两边有侍者搀扶着
;
他们说了下流话

,

我们也

为之高兴
, · ·

一报以微笑和亲吻
”

L
。

长次以

往
, “

他们这样满嘴污秽是不足为奇的
,

这是

我们自己教的
,

他们是在听我们话时学会的
”

L
。

一旦这些孩子进了学校
, “

把这种道德败

坏带进学校的正是他们
” L

。

为此
,

昆体良

要求家长们
“

本身应成为孩子们的有效榜样
,

只做一切应当做的事
,

避免邪恶的习惯
。

他们

的生活本身如同一面镜子
,

通过这面镜子
,

就

培养了孩子对恶言恶行的厌恶
”
因

。

但是
“

如

果他们自己的生活就是邪侈不正的
,

他们就

丧失 了责备仆 人的权利
,

更丧失了责备儿子

的权利
”

@
。

更有甚者
,

有的家长使自己成了

儿子变坏的教唆者
,

因为
“

成年者是厚颜无耻

的
,

未成年者也一定会如此
” 。

昆体良鉴于以

上触 目惊心的惨痛教训
,

一再恳切要求父母

和家长们
“

要将心思用于培养一切有利于孩

子健康成长的习惯
”

L之中
。



四
、

论体罚

昆体 良竭 力反对儿童教育中的体罚现

象
,

对幼小孩更要禁止
。

他大声疾呼
: “

对于如

此纤弱
、

如此无力抗拒虐待的幼年
,

任何人都

不允许滥用权威
”
国

。

他愤慨谴责
“

那些屑小

之辈是多么可耻地滥用 了体罚 的权力L ”
而

造成众多不幸儿童的身体和心灵的创伤
。

他

认为对儿童施行体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

为

此他专门给体罚列举了五大罪状
:

第一
、

体罚
“

事实上他无疑是一种凌辱
”

L
。

是一种残忍行为 ;

第二
、

盛行体罚
,

孩子一旦对
“

鞭答习以

为常@
”
教育就再难以起到作用 ;

第三
、

如果幼年时期遭受体罚
,

长大以后

往往更难以驾驭
。

第四
、

体罚只能造就奴隶的性格
;不能培

养雄辩之才
。

第五
、

体罚的结果必然使儿童
“

心情沮丧

压抑
,

使他不敢见人
,

经常感到抑郁
,

国
” “

产

生恐怖心理
” L

。

总之
,

昆体良认为惩罚是一

种无能的表现
,

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
,

并再次

重申
: “

我是无论如何不赞成的
”

画
。

龄
,

当他还不知道弄虚作假
,

最愿意听从教师

的教育时是最容易受到熏陶的
”
国

。

昆体良要

求教师充分利用游戏这一儿童喜爱的活动方

式把它变成为既是一种娱乐
、

又是一种学 习
、

也是一种教育的活动形式
。

六
、

论记忆力和创造性

五
、

论游戏
:

昆体 良十分重视学前儿童的游戏活动
,

认为儿童
“

爱好游戏
,

那是天性活泼的标志 ;

那种迟钝麻木
、

没精打彩的
,

甚至对那个年龄

所应有的激动也默然无动的学生
,

我是不指

望他能热心学习的
”
@

。

在游戏活动的组织安

排上
,

昆体良主张寓发展智力和培养德行于

游戏之中
,

他认为游戏和娱乐
“

有助于发展

敏锐的智力
”

@
。

同时
“

在游戏中
,

学生的道德

品质也能毫无保留地按照本来面 目表现出

来
;
教师要记住

,

没有哪个年龄的孩子会幼稚

到不能立刻学会分辨是非
,

在幼稚无知的年

昆体 良明确指出
“

儿童能力的主要标志

是记忆力
,

记忆力包括两方面
:

敏于接受知识

和记得牢固
”

@
。

他坚持认为
“

从小就表现出

真正有才能的孩子应该要乐于接受教给他的

知识并就某些事物提出间题
”
国

。

从而表明儿

童是有接受教育的能力
。

昆体良还十分重视

儿童记忆力的培养
,

他认为对于每个儿童来

说
: “

记忆力是头等重要的
,

它可以通过练习

得到加强和发展
”

L
,

他还特别强调
: “

记忆力

是教师可 以帮助促进其发展的唯一智能
”
@

。

但是一个具有出众才能的儿童如果
“

没有根

基深厚 的而牢固的内在力量
,

它们不过像撒

在土地表面而未熟即萌芽的种子
,

有像似稻

而实非稻的杂草
,

收获季节未到就早 已枯黄

结了空实
”

国
。

所以儿童应该从小就要逐步养

成渴求知识的意愿
,

而
“
意愿是不能通过强制

得到的
”
画

。

为了造就一个未来的雄辩家
,

昆

体 良希望于他 们在
“

儿童时代就要注意表现

出勇敢
、

创造力
、

以创造为乐
”

L
,

要
“

有一点

蓬勃朝气
” 。

接着他说
“

虽然他们可能缺乏正

确性和精确性
。

过头的精力旺盛是不难纠正

的
,

麻木不仁则是不治之症
”

@
,

此外
,

昆体良

还借用西塞罗的话再次强调
; “

我真正希望年

轻的学生能表现出丰富的创造性
” 。

教师们切

不可束缚孩子们的手脚
,

从一定意义上说
,

幼

儿教师的主要职责就在于培养儿童的求知欲

和创造性
,

为此昆体良深切告诫
“
我们要特别

当心使孩子在学 习时避免麻木不仁的教师
,

正如嫩弱的幼苗要避开干涸的土壤一样
”
@

。

却要如同对待小鸟一样
: “
当他们的力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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