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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论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 
◆相书秀 

（临沂大学 教育学院） 

 
摘要：裴斯泰洛齐是世界著名教育家，他认为，“务人与际以穷，绝大部

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受教育，不能挣钱以维持生计”，企图通过教育及

教育改革使人民摆脱苦难，使贫困儿童得到发展，从青年时代开始了教

育实践探索之路。本文对裴斯泰洛齐的思想进行综述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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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探索早期教育思想 
1．《隐士的黄昏》 
裴斯泰洛齐在创办的“新庄”、“孤儿院”相继失败后，并没

有使他放弃自己的主张，并逐渐开始集中精力从事著作，展开了
对社会教育问题的探索。1780 年，裴斯泰洛齐写了第一篇教育
论文《隐士的黄昏》。他用格言的形式写道：“人类一般的教育应
是各种专门教育和阶级教育的基础”；“天赋的能力应该用练习的
方法去发展和巩固”。同时，他主张教育机会人人平等；教育在
于培养一个完善无缺的人；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
的方法是顺从自然的本性的要求。他说：“为什么人们毫无系统、
毫无目的地研究真理……；真理使人的心灵深处得到满足。它发
展人的力量，使人人生活愉快，人人得到祝福。” 

2．《林哈德与葛笃德》 
裴斯泰洛齐在 1781 年到 1787 年著成《林哈德与葛笃德》。

这本小说是他前半生所从事的社会改革、教育实验和教育理论研
究成长的艺术再现。小说表达了作者试图通过教育，改善人民生
活和提高贫苦人民子女教育水平的强烈愿望，全书洋溢着作者热
爱人民、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道主义热情。因而，书一
问世，就驰名整个欧洲大陆。裴斯泰洛齐对于传统教育以知识为
本位的教育目的不满，在对纯粹知识的被动学习进行批判的基础
上，又对卢梭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观念表示赞许。他在《林哈德
与葛笃德》一书中写道：“为人在世，可贵者在于发展，在于发
展各人天赋的内在力量，使其经过锻炼，使人能尽其才，能在社
会上达到他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可见，裴斯
泰洛齐的教育目的有多层含义：首先是和谐发展各人的天赋能
力，其次是在弘扬个性的前提下找准社会定位，成为社会中有用
的一员。在他看来，这些也是初等教育的核心问题。裴斯泰洛齐
还提出了学生的职业教育问题，认为这是新教育与理想学校最重
要的标志。 

二、实践探索中期教育思想 
中期可以说是裴斯泰洛齐在教育实践，特别是在教育理论上

最有成效的一个时期。《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观察初阶》、
《母亲读物》和《数的直观放学》等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相继
发表的。这些著作是他依照教育心理学化的原则，改进初等学校
工作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1801 年裴斯泰洛齐著成《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在书
中，一方面回顾了自己“新庄”以来的经历，总结和分析了在斯
坦兹城和布格多夫时期的教育实践和理论探索；另一方面，他较
为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的一般原理，提出了“教育心理学化“思想
以及具体的教学规律、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他在《葛笃德如何
教育她的子女》一文中首次提出教学过程心理学化。他告诉人们，
他一直在寻求一切教学艺术的共同心理根源，并确信只有通过这
个根源才能发现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教育形式。该书所提出的理
论对当时欧洲初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被誉为“初
等教育的圣经”。 

三、实践探索晚期教育思想 
裴斯泰洛齐建立的伊佛东学校倒闭后，他拖着疲劳衰老的身

体回到了原来的“新庄”，写下了《天鹅之歌》，总结他一生的教
育实践经验。他在《天鹅之歌》中也看出人性的心灵弱点是个很
难克服的阻碍，横梗在进步之途上，将神圣的内在本性于以隐藏，
以致在追求完美境界的努力中，遭遇不少挫折。 

裴斯泰洛齐在《天鹅之歌》中写道：“依照自然法则，发展

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
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裴斯泰洛齐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发
展一切天赋力量和能力，形成完善的人。他还在《天鹅之歌》中
这样回忆说，他曾被卢梭的《爱弥儿》引到“高度狂热”的状态，
觉得只有在“卢梭的伟大思想光辉照射之下，全世界和一切阶级
的被损毁了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才能得到自己的治疗”。表明
卢梭对裴斯泰洛齐影响的深刻性。 

1821 年，裴斯泰洛齐因病逝世，终年 81 岁。裴斯泰洛齐在
教育活动的后期对教学法进行了全面研究，为初等教育分科教学
法奠定了基础。他运用“要素教育”理论，强调教学应从基本的
要素开始，是对教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但是，对什么是智育的“要
素”，他的一些分析还不够科学。这说明对“要素教育”还有深
入研究的必要。 

裴斯泰洛齐在长期从事教学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充实丰富了
他的教学理论，为人类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他进一步发
展了自然主义教育，提出关于人的发展规律的思想，强调教学对
人的发展及综合能力提高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完善了初等学校的
教学内容，并在教学“心理学化”的基础上规定了一系列有助于
教学进行的教学原则。这些思想与理论曾广泛地应用于 19 世纪
的国民学校里，是 19 世纪中叶欧美一些国家兴起的裴斯泰洛齐
运动所效法的中心内容，并成为世界教育史上一份宝贵的遗产。 

当然，由于历史及认识水平的局限，他的教学思想中也存在
不足之处。例如他的教育理论有不少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为
依据。他的理论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对于富人寄予不切实际的幻
想。特别是他尚不能很好地处理掌握知识和发展能力的相互关
系，往往把发展思维和积累知识分割开来。他对教学内容和生产
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认识，因此强调的教学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是机械的、平行的等等，需要我们在学习、借鉴裴斯泰洛齐
教学思想时给以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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