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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與文化有關嗎? 

  很多人認為我的題目訂得太大了，因為文化不應該是幼稚教育的範疇。可是如果你是研究蒙特梭利教

育的，你必然不會覺得唐突，因為蒙特梭利所追求的教育目標，就是培養一個有文化內涵,有文化素養的新

人。這個新人，因為吸收了當地文化的養份，造就了自己的人格，這就是她全力以赴的工作--讓文化薰陶

幼兒，讓幼兒成為文化的傳承者。 

  蒙特梭利說：'新生兒不是來到了自然的環境，而是進入了成人生命中的文明環境。' The new-born 

child does not come into a natural environment, but into the civilized environment of the life 

of men' 

 

主題目標 

  今天分享這個題目的目的，是希望能重新與諸位熱心幼稚教育，尤其是相信蒙特梭利教學法的同學們

共同探討蒙特梭利教育的目標以及達成這個目標的方法；從中發現我們還有什麼預備的工作需要做，因為

蒙特梭利一再提醒我們：要促成她所宣導的教育方法，必須先有帶動這個科學的教育方法的導師；而導師

的培訓工作，不應該只是停留在技巧的訓練，而是精神的預備。她說：'教育真正需要預備的是自覺性的學

習，培養一個能幫助生命發展的教師不能只是停留在知識性的學習，它必須包括品行的訓練與精神的預備。

'換句話說，她必須具備基本的人類發展的知識以及有客觀反省自己的弱點，及能力與行為的能力。所以今

天我要分享的方向，是希望在思考如何幫助幼兒提升他們的文化素養之前，成人應有的預備工作。一旦預

備成人的工作完成，那幼兒的文化視野即能提升。 

文化是人類(幼兒)成長的養分： 

  蒙特梭利在吸收性心智一書中提到，０到６歲的幼兒是在無意識中，無選擇地，無辨識地，完完全全

地將他生活環境中的語言、動作、聲音、音樂、味道、物品、器皿的形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個人的風

格，風俗人情，宗教智慧，文化等，完全吸收，然後成為塑造自己人格的重要養分。  



1. 語言:  

  語言是文化的特殊載體。也是文化最具體的表徵。由於語言有固定概念，幫助思考的功能，它成了文

化傳承最方便的管道。幼兒通過他們每日所接收到的語言指示與提示，靜靜地將當地所有的名詞，動詞，

形容詞，副詞，量詞，介係詞，連接詞，俗語，口頭禪，成語，諺語等等他們所能聽到與看到的，以及隱

含在語言文字中的思想意識，企圖與觀想，完全吸收起來。他們在毫不費力的情況下，入耳即化，過目不

忘的接收了。 

  蒙特梭利發現，幼兒的吸收性心智會像錄影機一樣，輕鬆地吸收了環境中的語言並將它化成自己的語

言與思考判斷能力。在這裏，我要特別強調語言的表達方式與企圖，以及溝通的方向與互動過程中所顯現

的人格素養。 

  五一那天,我在北京火車站看了一幕很動態的語言表達形態。當時人潮洶湧，我跟著人潮來到二樓，突

然從大廳上來了一個高大男士，大聲疾呼我前面２０幾步的女人，男士後面跟著一位老太太，女士後面跟

著一位不到５歲的小男孩。男士對著女士破口大駡，而且快步上前，拉起她的外衣，就向女士的頭上摑去，

還接著一拳一腳，直打女士的胸口，旁邊站著的老太太，不但沒有拉著她兒子，還頓腳指著女人大喊，孩

子則躲在老人家後面，哭了起來。大家想想，這樣的場景，將帶給這位小孩子怎麼樣的訊息？他將如何解

讀這件事？這一幕讓我們看到用暴力溝通的方式，看到男性的暴權被普遍的接受與認同。  

  最近，還有另一個讓我思考的一個例子，發生在泰國學習時一個同學與她孩子的身上。這個同學是不

丹人，孩子８歲。孩子被她安排在講堂後面一排的椅子。從第一天上課開始，就看到孩子跟媽媽說話時，

總是用手指著媽媽，雖然聽不懂內容，可是聽出語調是命令式的，臉部表情不耐煩似的。媽媽有時和順的

點頭回答。有時也用同樣的方式回答。有一個週末，和她們到修道院住，老修女們都熱情地款待小女孩，

給她送許多食物，可是她看也不看老人家一眼。媽媽非常尷尬，一再提醒她回答，她還扭腰頓足，不睬人。

事後媽媽向我解釋，孩子這種態度與她在家對待下人的情形一樣，媽媽這麼說：孩子可能把這些老人家也

當下人了，所以才這麼回應。這個小小的觀察，讓我們發現，從這個孩子的語言表達方式與表達內容，我

們可以多少發現一個經常發生在孩子身邊的溝通方式，特別是互動過程中所顯現的人格素養，即'尊重'。  

2. 生活文化中所引發的感官刺激 

  日常生活就是文化。舉凡衣食住行中所引發的各種感官刺激，都因為幼兒的感官敏感期，而變得更突

出與具吸引力。生活文化中的各種不同程度上的色彩，味道，聲音，口感，與觸覺等刺激，將讓幼兒完全

吸收並成為他自己的一部分。幼兒因為接觸了當地環境的這些感官刺激，而成為當地人。  

  感官刺激是概念形成的一個重要入口。人類非常聰明地利用聲音來固定概念或解釋或註解一種刺激。

因此，幼兒在成長的過程中，一早就已經掌握了一種能力，就是對周遭環境進行註解並給予特定的名稱或

意思（義）。孩子們是透過無數次的經驗累計以及在自我選擇與決定之後，才為該事物或事件加以註解與

命名。例如一個一歲半的孩子，開始接觸了小狗並獲知這個毛茸茸，會動會叫的東西叫 puppy 時，他就決

定將所有的有毛的小動物都歸類到 puppy, 小兔子，小貓，都是他的 puppy。有一回，父母親帶她到海邊，



她看到許多海鷗，也追著海鷗叫： puppy。這裏可以看到孩子在進行感官的分類工作時如何做判斷與歸類。

她把有毛的，與小狗同樣大小的動物，歸類為 puppy，並運用它來解讀環境中的其他事物。  

  在我成長的年代，進行曲是壯烈的，可是我那１７歲的兒子卻覺得周傑倫唱的霍元甲才是壯烈的。我

認為鄧麗君唱的小城故事是好聽的，可是他 認為林俊傑唱的江南才是好聽的。我認為粽子比漢堡包好吃，

綠豆湯比冰淇淋好吃，可是我的孩子卻相反。什麼是'in'，什麼是'out'是有時間性，有地域性，所謂的潮流，

是因為在某個時間與空間中不斷有重複出現的刺激，所以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喜好。沒有

人是錯的，錯的是時間，是地方。幼兒在成長的過程中，因為吸收了當時當地的感官刺激，成了當地人，

當代人。我們所說的代溝，就是這個原因造成的。  

3. 民俗,民情(包括宗教) 

  幼兒在長期的耳濡目染中，在有意與無意中，在自然接觸然後接受或不自然的接觸或被迫接受的過程

中，也把民俗，民情融入到自己的血液裏。這些民俗民情甚至宗教信仰中的各種儀式，在經常的重複當中

被認同、接受並成為自己的一部分。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潛移默化，當他們要表達自己的時候，這些融入到

他身上的風土民情，就自然地呈現出來，讓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哪裡人。臺灣，香港，新加坡與中國大陸

的華人同時站出來，我們也立刻可以知道他們是屬於哪個地區，即使看不出，也來沒關係，因為只要他們

一開口，他們就會原形畢露。是什麼東西讓他們洩露身份？是文化，是口音，是語言的表達方式，是他們

對事情的看法與解讀方法，是他們對某些事物所表露出來的表情與形象。  

  泰國人和馬來人都一樣。泰國人溫文謙卑，看到佛像，立刻雙手合十，低頭，跪下；看到長輩老師同

學客人，立刻雙手合十，給予祝語 sawadika。只要你先開口，一定得到回應。每天早上８點和下午６點，

不論在哪個場合，聽到國歌，大家立正不動，上車，一定有人讓位給孩子，老人。  

  臺灣人在宗教活動中所受到的刺激以及在媒體的轟炸中所接收到的訊息，會帶給在臺灣成長中的孩子

什麼樣的概念與思想形態，我曾經想過，當孩子們看到乩童在上刀山，過火海的時候，他們心理出現的是

什麼概念，當成人在追看'意難忘'等電視劇時，裏面的惡家婆，惡媳婦的形象與他們所使用的語言與動作，

將讓孩子們認識到什麼？什麼東西會因此沉澱在他們的心智裏呢？  

  總而言之，我們今天所碰到的每一個孩子，都是我們文化的產物，都是當代文化的見證人。從這裏，

我們看到了文化的力量。我們千萬要記得：說法代表想法，語意語氣代表企圖；環境中充斥著的色聲香味

觸法，代表大多數人的選擇；環境中天天或週期性出現的事物，是我們的信仰，我們的崇拜。這些將帶給

我們什麼影響?又給幼兒帶來什麼影響？ 

  蒙特梭利非常清楚這點，因此她精心策劃與預備了一個瞭解幼兒心智性發展需求的環境，她更進一步

認真地設計出幫助孩子在自然主動的生命的衝動力發揮作用的時期，一面幫助孩子吸收正面，優良的文化，

另一面則幫助成人認識如何剔除我們給孩子造成的障礙物。這就是她的科學的教學法的由來。  

  從幼兒吸收文化成為自己的人格的這一個過程中，做為幼兒的導師，我們有什麼工作可以做呢？我們

可以如何幫助幼兒提升他們的文化視野呢? 



成人的任務--發現蒙特梭利的發現  

  蒙特梭利認為，她的最大成就，就是發現了幼兒的心智、幼兒的秘密、幼兒的使命、以及如何幫助幼

兒完成他們的使命的方法。這就是大家熟悉的正常化歷程。她在總結一個正常化的幼兒的特徵時說：正常

化的孩子是一個：喜歡工作的孩子、有專注力、非常自律、同時具有社會意識。這裏面包括他們不斷提升

的判斷能力、選擇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主動意識、意志力、獨立能力、以及服務他人的健康心態。要

達成這樣的教育目標，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她為這個使用在兒童之家的科學的教學方法的深層意義，同時思

考成人應該怎樣預備自己，以便能幫助孩子獲得這些能力？  

我個人從事幼稚教育這些年來，得到了這樣的一個答案，這個答案並不完整，可是是這個時期學習的總結：  

一．過濾  

  從事蒙特梭利教育的朋友，都知道預備環境的意義。大家也應該知道蒙特梭利所講究的預備環境，並

不單指物，還包括人。她要求除掉任何阻礙幼兒成長的障礙，而人所造成的障礙，比物還難剔除。  

  在我的培訓活動中，經常會設計一些遊戲活動，讓成人透過遊戲，檢查並反省自己的思想型態。比如

我們的提示語言是否能讓孩子瞭解我們的要求；我們的思考傾向與反應習慣是否阻礙孩子視野；我們對自

由選擇的尊重尺度是否左右孩子的判斷；又如發現自己原來也受了愚民政策的影響，也是在壓迫中長大的

孩子，就讓老師們發現，原來自己已經在不知不覺中，不能公正的對待每個孩子的需要等等。這些遊戲，

除了讓老師們發現自己，提高自覺性之外，還讓他們警覺到原來自己還有許多有待過濾與澄清的東西，這

就是蒙特梭利所說的：'我們必須先剔除眼中的樑木'的說法。  

我們需要過濾的東西，有以下幾項： 

1. 成人的學習與成長經驗，有哪些是我們必須保證不讓它再發生的，有哪些是我們要讓它重新出現的； 

2. 成人的生活習慣，有哪些阻礙了幼兒的成長，有哪些是能幫助幼兒養成好習慣的？如: 

3. 成人的作息，應對方式給幼兒帶來什麼訊息？ 

4. 我們的住的文化，食的文化，我們對待藝術的態度 

5. 檢查成人不自知的一些偏見與歧視，例如是否還重男輕女，是否害怕強權， 

6. 理解成人的工作習慣與幼兒的工作習慣是處於完全不同的心態。  

成人 幼兒 

匆忙，快速 不慌不忙 

分工 有始有終 

走捷徑 孜孜不倦 



三頭六臂 仔仔細細 

美化環境 美化自己 

經由思考而採取行動 在大自然法則的促進下決定他們的活動 

 內在力量影響他的選擇 

7. 成人的文化視野廣嗎？深嗎？ 

8. 成人對本土文化的認識與掌握會不會流於膚淺，只有表面的工作而已呢？  

從結果反思過程 

  當我們看到任何一項活動的結果／成果時，我們必須嘗試理解獲得這個結果的過程，因為過程反映我

們的行事原則，我們處理問題的思維與運做模式。是這些細節，深深地吸引著幼兒，是我們在處理，製造

結果時的反應與應對方式，體現了我們潛意識裏的想法與觀念，是這些動作或語言，牢牢地吸引著幼兒，

被幼兒吸收了，成了幼兒解讀生活，應對生活的指南，成了他們的人格。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去蕪存菁。

讓幼兒獲得優良的文化遺產，而不是糟糠。 

  '兒童吸收四周發生的一切以成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因為兒童從環境所獲得的印象太深刻，所

造成的生物學上或精神化學上的變化，終將使他的心智狀況變得與環境相似．＂蒙特梭利新探１１３頁  

二. 矯正--重新認識日常生活練習  

  在我從事蒙特梭利的經驗中，我發現惟有重視日常生活練習這一部分，才能幫助幼兒與老師展開正常

化的歷程。蒙特梭利在設計日常生活練習時，把人類的傾向與吸收性心智的特徵考量在內，所以日常生活

練習的活動目標，就是幫助幼兒正常的發展：  

1. 獨立工作，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2. 專注力，因為專注力是人類的傾向之一--追求完美的外顯特徵。因為追求完美，所以我們專注，我們重

複， 

3. 動作控制能力，有了動作協調與控制能力，幼兒才能發展出自我控制的能力。有目的的工作或活動，才

能發展智力，並強化專注力。 

4. 秩序與程式，惟有透過日常生活練習中的程式性活動，才能幫助幼兒自覺地，有意識地發現自己手中的

工作，因而發展出工作能力，獨立能力與意志力。惟有通過有步驟，有程式的練習，幼兒才能有條不紊，

沒有壓力地精進自己的能力。我希望幫我動手術的醫生，能有這種意識，精確地為我動手術，我也希望裁

縫師傅的手，廚師的手也是如此有意識，有程式的工作。 



5. 適應能力：人類的適應過程，就是一種創造過程。幼兒為了適應我們成人的文明世界，他必須透過一系

列的適應活動來創造他自己。日常生活練習提供了這個機會，有計劃的減輕了這個艱苦的適應過程，同時

非常智性地幫助幼兒找到方向，更快地納入發展的正確軌道。  

日常生活練習可以明顯地分成兩個部分： 

  一是發展動作控制能力與秩序感，二是發展主動工作與服務社會的心態。要達到這兩個目的，教室中

就不能只有發展第一項能力的活動而已，而應該設計更多的程式性活動：洗手，縫紐扣，澆花，插花，為

桌子除塵，掃地，擦亮桌子，洗桌子，擦銅器，準備食物，洗碗等。這類的活動，讓幼兒有意識地將他們

已經掌握的動作控制能力，一一結合並使用上來，同時根據步驟，有程式地完成任務，井然有序地照顧自

己，照顧環境。必須通過第二類的日常生活練習活動，才能將幼兒導向更高層次的發展--樂意工作，獨立，

專注力，意志力，智力，創造力，情緒穩定，並服務群體社會。  

'無意義的讚美以及故示親切的鼓勵是騙不了在工作中的兒童的．．兒童的自我本體要獲得真正的力量，只

有從對真實的成就能專心全意與始終一貫的認識才可得，也就是說，要獲得在我們的文化中具有意義的成

就．＂艾利克森，蒙特梭利新探１１９  

  我二月份在濟寧培訓老師時，向他們介紹了第二類的日常練習工作，從他們的練習當中，也印證了我

前面所說的，老師本身的正常化歷程，也必須從這裏開始。她們在準備工作到分享她們所設計的工作過程

中，也發現了原來自己對環境中事物的辨別與認識還不到位。動作分解還不夠精細。舉個例子： 

  負責設計製作饅頭的小組並沒有意識到桌布的衛生程度與使用程式，負責設計榨橙汁的同學沒有注意

到如何檢查，如何控制錯誤，負責設計泡茶的同學沒有發現語言的表達對幼兒概念形成的重要性，負責設

計洗桌子的沒有分辨動作的主次性。結果老師都發現，原來自己的秩序感還需要再學習，自己對感官刺激

的分析與辨認能力，還有待加強。其實，也是在日常生活練習中，才有辦法讓成人發現並警覺自己的不足，

因為我們都太輕視日常生活所能提供的智性、理性與感性的發展空間，因此很容易忽略這項最基本，最主

要的入門課程。 

  我不斷強調，要幫助幼兒正常化，成人必須先經歷或擁有正常化的經驗，要幫助幼兒用新的教學法學

習，成人也必須先經驗幼兒的主動性學習方式，不然，就無法理解幼兒所經驗的，體貼幼兒的需要，真正

滿足幼兒的需要。 

 '打算成為蒙特梭利教師的人,第一個步驟就是預備自己.她必須具備豐富的想像力...她必須相信,兒童將

透過工作來顯現他自己,她必須去除所有有關兒童可能達到什麼水準的先入為主的觀念.'-吸收性心智,325

頁  

  在我學習蒙特梭利教育時，我的老師經常提醒我們，必須先指導日常生活中的前導性工作，前導性練

習，然後介紹，重複示範程式性工作，觀察幼兒在進行程式工作時所遇到的困難與掙扎點，循循善誘，不

急於要求幼兒一蹴即成，希望幼兒愛上這份工作，並主動進行。只有當幼兒能夠獨立完成日常生活練習中



的三個基本程式：準備工作所需要的材料並陳列清楚，有程式的工作，清理工具並回歸原位，才能介紹感

官的活動。  

三．提升 

  蒙特梭利為了要確保幼兒得到他們真正的需要，提出了預備環境，預備教師這兩大重要的任務給教育

工作者。她認為要改變我們的未來，就必須先教育幼兒。可是要幼兒正常地生活與學習，首先必須有一個

可以引導幼兒正常地生活與學習的引導者。只有這樣才能提升幼兒的文化視野。換句話說，幼兒的文化視

野，仰賴予成人的文化素養：她是否關注文化，是否發現它們細微處，是否理解它的始末與發展緣由，同

時對該文化的瞭解，是否中肯，中立、中庸、是否有廣度，還有深度。  

我認為提升成人文化素養的方法，可以從以下幾個練習開始：  

1. 培養成人的自主決策能力與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著名教育心理學家艾立克森說：'自主的決策和解決問題能提供知識與自尊，同時讓一個人的工作與生

命更為成熟 Autonomy in decision ma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contributes both to knowledge 

and to self-esteem, and thus, to competence in one's works and one's life 。'-Eriksson  

  我們的成長經驗很少有機會讓我們自由的體驗自主決策與獨立解決問題的空間，很多時候，在我們的

成長生活經驗中經常會在該吃什麼，什麼時候吃，到入學，選科，交友，甚至結婚生子，都沒有指導我們

或允許我們行使自主權。我們的決策能力因為沒有機會練習而變的無能。我們的成長經驗也很少讓我們明

白，承擔風險也是一種訓練。漸漸地，我們發現，很多人從依賴養成抵賴的習慣，從沒有主動能力養成抵

制主動能力，從承擔風險到負責任變成忽視風險到推卸責任。  

2. 幫助老師自覺地審核自己的發展與認知層次  

  我們的成長經驗缺乏自由選擇的訓練和自我省思的訓練。填鴨式的教育讓我們喪失了自由選擇的能力，

一個沒有選擇能力的人，往往也喪失了判斷能力與審核能力。被別人審核與評估慣了，因此很難理解自我

審核是必要的。雖然我們有先訓：吾日三省吾身，可是這好像一直只有來到某個發展層次，才能自律的行

為。沒有自知能力的人，就和瞎子一樣，不但會迷路，而且容易跌倒。  

3. 幫助老師重新體會美和衛生的定義及其標準  

  由於多數人還處於發展層次中的生理需求層次階段，要理解蒙特梭利對美的註解：自然，簡單是比較

困難的。俗話說：從簡入繁容易，從繁入簡則相反。何況中國人一般喜歡多，喜歡繁茂，因此我們必須從

新發現簡單與自然的美。  

衛生的標準，通常與當地的生活條件息息相關。發達國家的衛生條件自然比發展中國家來得強。標準可以

主觀也可以非常客觀。可是主動的衛生意識與確保他人擁有衛生的設備卻是可以指導與學習的，問題在於

自覺性的維護衛生標準及提升私德與公德心的範圍。  



4. 在技術上，幫助老師學習預備與設置環境的基本方法： 

  從認識大小、比例、色調、色系、美觀、清潔、完整性、文化性、地域性、關聯性、擺放時的空間距

離、擺放時的動作控制需要、工作場所的選擇、工作空間的安排、維護幼兒工作的方法、孤立化、堅持一

對一示範與操作、學習正確使用工具、想像力與創造力的引導方法、如何適時提供語言、感官遊戲的介紹

等。  

5. 幫助老師從日常生活的工作中延伸出生活文化的材料 

  老師們應該主動發現自己身邊的日常生活內容並對它們產生興趣，然後養成研究與實驗的心態，經常

觀察周邊環境需要照顧的細節與活動。蒙特梭利教育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這個可以表現自己文化的部分，

這個部分可以呈現的地方，就是日常生活練習工作中所需要使用的工具與材料。  

6. 幫助老師從感官教育活動中提煉出本土文化中感官刺激的精華 

  中國文化在這方面，肯定可以提供很多材料給孩子。音樂、樂器、聲音、字、畫、各種民間藝術，建

築等，隨手可得。可是作為一個提升幼兒文化視野的老師，就必須有能力提煉這些感官刺激的精華，能做

有根據的篩選及有序的呈現，能在呈現的過程，點燃幼兒對我們文化中所提供的這部分遺產與精華，產生

敬仰，進而自覺地願意保護與延伸。  

7. 幫助老師從語言教育活動中精煉溝通與交流的原則與技巧 

  '溝通是為了激勵 communication for empowerment'。我們的成長經驗，經歷了許多指責、諷刺、

命令等的單向溝通。久而久之，我們已經忘記了原來溝通可以是平行的、平等的，是可以不用冷嘲熱諷，

威迫利誘等反面教育。老師必須努力學習如何說好聽的話，讓聽者知道你信任他的話，同時堅守交流的原

則：用心聆聽，禮貌的澄清，在不傷害對方的原則下，發表自己的意見；求取共識的同時，包容別人的不

同看法。  

總結 

  世界上有兩種人對我們所做的工作特別感興趣：一種是人類學家，另一種就是幼兒。這裏我再摘錄蒙

特梭利的一句話：  

  '幼兒幫助我們得到這樣重大的發現：有兩條通往人格發展的道路，一條引領人類去奉獻愛，另一條去

佔有。一條是引領人類去獲得獨立並和諧地與他人一起工作，另一條是人類成了奴隸並被他所佔有的東西

所囚禁著，在他嘗試解放自己的過程中，他憎恨他的同伴。'。蒙特梭利著，教育與和平，第５７頁。  

  ＂奴隸主義與獨立之間所存在的危險性不僅在與那是＂無益的消耗生命＂而是導致無助感，＂蒙特梭

利新探１１８  



  惟有成人理解什麼是文化素養並擁有優美的文化素養，幼兒才有機會提升他們的文化視野。我們不能

成為幼兒成長的障礙物，我們要立志成為幼兒成長與發展的推動力。希望與諸位老師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