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特梭利教育 ● 專題二】 

Eduardo 講師台灣行 

◎翻譯 吳玥玢老師  

◎整理／文 蔡淑惠 

在蒙特梭利環境十數年，給孩子帶來什麼幫助？ 

有什麼瓶頸、困難，阻礙我們給孩子幫助？ 

是什麼讓我們始終如一的堅持？是什麼帶來內心的期許與力量？感官和智力教育發展 

【Eduardo 講師簡介】 

◎1973 年在墨西哥完成蒙特梭利講師的訓練課程。 

◎目前在波多黎各管理一間蒙特梭利學校，並擔任 AMI 顧問一職。 

◎從事訓練蒙特梭利老師的師訓與講座多年，具有豐富實務經驗與理論背景。 

【蔡淑惠老師】 

◎現任台南市上華幼稚園主任、中華民國蒙特梭利教師協會理事 

◎美國 DenverA.M.I.蒙特梭利 3-6 歲教育合格老師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畢業、新加坡綠蔭蒙特梭利學院講師 

蒙特梭利教師所應具備的教學準備工作 

(一) 瞭解老師和蒙特梭利老師的不同 

1. 兒童之家：在一般父母和社會人士稱之為『學校』，在蒙特梭利教學中我們稱為『兒童之家』，孩子的

家，成人為孩子所準備的環境。 

2. 為孩子生命做準備：孩子不應該依賴成人和老師，可以自己完成。 

3. 從內在引發找出教育：引導者引發孩子內在學習的動機，與外在結合產生『喜悅』，喜悅是內在深層的

喜悅，老師要觀察孩子的喜悅，不給予孩子獎懲。 

4. 工作填滿孩子：一般的教學是老師教學孩子坐著學，孩子採被動學習，在蒙特梭利教學，孩子是主動學

習，引導者是被動，其角色不是教學而是學習，孩子需要的是學習而非教學。 

5. 老師和引導者的不同：蒙特梭利稱老師為引導者，引發、誘發孩子，這才是引導者所要做的工作。 

6. 教具中有錯誤控制。 

(二) 瞭解蒙特梭利： 

  蒙特梭利是什麼？我們從方法、願景、任務（使命）探討之：  

方法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如何示範、蒙式教具、引導，但這只是方法的一小部分，如果引導者把教具當成工

具，只限於教學工具，而蒙特梭利說：『這些教具不是教學工具』。教具是教學是協助發展工作，讓孩子

去學習，老師的角色是將教具示範很清楚，透過反覆的練習，孩子才會去發現；如果老師不這麼認為，就

只是將教具視為教學工具，那老師只是個老師而不是引導者。 



  孩子犯錯時，老師不會直接介入告訴孩子：『你錯了』。孩子都有他自己的興趣，自由選擇自己想做

的，這些興趣是回應孩子自己的需求、敏感期的需求，老師要去信任要去相信孩子，老師也許會擔心孩子

都一直做某項工作或在教室走來走去，我們必須相信孩子，有很多孩子是透過觀察來學習，且還有很多孩

子不會在老師示範後馬上做此工作，而是等老師離開後才會去拿出來做，也許是因為老師讓孩子有壓力，

所以老師不要去強迫孩子馬上做此工作。 

  當老師看到孩子在教室走來走去，就讓孩子走但不是要放棄這孩子，而是要持續邀請孩子來做工作，

邀請的方法是要有吸引力的而不是用強硬的方式，老師只要告訴孩子：「等你準備好再找我」；如果老師

是用強硬的方式，也許孩子坐在你旁邊，但他的內在卻不想學；因此不要強迫孩子做他不想做的。 

  如何吸引孩子做工作，有一好方法：當孩子操作教具的方法不太對或者某項工作很久沒做了，老師可

以自己將此項工作拿出來操作不邀請任何孩子，老師為自己做一個很好的示範，此時孩子會說：老師你在

做什麼？又沒有人看你工作，老師只要回答：'不要來吵我，專心的工作'；這時老師會看到孩子被你吸引過

去而且很仔細的看，而且孩子還會很期待去操作，因為老師激發起孩子學習的興趣。如：當老師很精確示

範粉紅塔後，孩子操作時做的很亂，老師要控制自己的手、嘴、要沈住氣，有時間讓孩子透過反覆練習，

達到正確。當發現孩子有問題時，給予他更大的自由，但自由不是給他任意的自由，重點是'有做好的事情

的自由'；當孩子將教具丟的亂七八糟，就要制止。 

願景 

  蒙特梭利當時對孩子也有一些偏見，但當他發現孩子的改變而感到驚訝，而他的願景也一直跟著改變。

老師要像科學家有探索的精神和謙虛的態度。如：孩子每天到學校來，孩子問老師時老師回應：「我知道

了」雖然老師知道孩子想要表達或答案，但為了讓孩子有探索的精神，要謙虛的回應並觀察每個孩子的不

同，（有的孩子開放、內向、學習快、學習慢，所以老師要讓孩子有機會探索和發現。）所以老師可以回

應『不知道』來探索孩子真正想要表達和給他一個表達的機會。 

  當老師遇到麻煩的孩子都希望他明天有事請假、生病請假，然而教育是在幫助生命的發展、生命的開

展，幫助孩子生命驅動力的發展而感到驚奇和驚訝。給孩子有自由行動和回應孩子內在的需求，就如蒙特

梭利博士提到自然法則發展：蒙特梭利看到上天所賦予人類的自然法則而發展，成人要看到人類的傾向、

吸收性心智、敏感期。找出孩子人類的傾向、吸收性心智、敏感期大自然所附與的強烈的學習動機，幫助

這些內在有強烈學習動機的孩子。 

  孩子想學習的，並不一定是老師所給於的方向，孩子要有興趣才會去學習。老師要知道孩子的興趣是

什麼？讓孩子自由去選擇工作，因為有興趣才能引發想學的動機。有的孩子在教室會一直洗桌子，有的孩

子會走來走去 但不要放棄這些孩子，因為孩子走來走去仍在觀察，觀察到他會了，他才會去做，成人用

成人的眼光在看孩子，而孩子就產生壓力又害怕失敗，很容易放棄學習。 

  當一個教具很久沒有人拿出來用，老師將教具拿出來操作，自己操作，沒有強迫孩子，只是靜靜的做，

老師要激發孩子的興趣。有的孩子會因為老師的嘮叨，隨便找個工作應付老師，當老師離開他就收工作，

老師想用教具操控孩子，沒想到卻被孩子玩弄和操控。 

自由的三個限制： 

（1） 孩子不能傷害自己、 

（2） 孩子不能傷害別人、 

（3） 孩子不能傷害環境和破壞教具 PS：除了這些，孩子就擁有更多的自由 

  當老師進入現場，基本就會忘記了，因為感受到家長和學校的壓力，但自己要相信這些對孩子是好的，



千萬不要強壓孩子。日常生活練習是所有教具中最基本的練習，如果先去操作其他區域的工作對孩子而言

只有傷害並沒有太大的意義；而且日常生活區是老師所特別要去準備的東西，具有建構性、吸引力、誘發

力、垂手可得，而且此區域是唯一能展現老師個人風貌的區域，它反映了老師的獨特風貌、創意性與美的

鑑賞能力。日常生活練習是蒙特梭利區域中最基礎，如果沒操作日常生活而去做感官或數學是最大的『傷

害』。 

  科學的教育：孩子為自己所創造的願景，從環境中準備和展現，蒙特梭利稱為--科學教育，用科學態

度和方法來創造願景。透過觀察來回應孩子的需求。 

使命 

  明年是兒童之家100週年紀念，100年的教育是感動的教育，蒙特梭利博士發現兒童真正本質和特性，

所以 100 年後我們仍會看到相同的粉紅塔、長棒 百年後依然存在。 

  一般人認為那就是孩子、就是那樣子、說話大聲、吵架、亂七八糟，蒙特梭利早期也是這麼認為，在

無意中準備一個環境，蒙特梭利意外發現孩子的特質。早期沒有語文區、教學區，有豐富的日常區和一些

感官，日常為了健康（以醫生角度來看），感官教具可以協助孩子，將日常和感官放在教室中發現有很大

的改變，愈來愈平靜、有智慧、有秩序。蒙特梭利間接發現孩子的--喜悅。 

  老師的使命就是預備好的環境。成為一位老師該如何預備環境： 

(一) 師生比例：Eduardo 老師的學校有 2 個成人，35--40 個人，1 個引導者，1 個助理。環境中有更多

的孩子，不要害怕有更多的孩子，因為會有更多的經驗。不是一個初學者，受過訓練後不可少於 25 個人，

少於 25 個人老師才開始管孩子。助理老師協助老師在做示範時不應被干擾，孩子需等待而發展意志力，

孩子等太久，去找別人幫忙，找小朋友幫忙，小朋友最好的老師是小朋友，有共通的語言，自然互動、學

習、教導，尤其老師在忙時，老師忙著觀察、一個科學家永遠在做觀察。 

(二) 觀察：每位引導者每天花工作時間的 1/3 進行觀察，那是引導者需養成的習慣之一，因為這樣的習慣，

可以幫助老師去了解孩子的需求和興趣（不是一直坐著看，坐在特殊椅子、特殊本子，觀察，要養成習慣，

有紀錄習慣，才能知道如何做，要做什麼。）觀察後接近孩子才對孩子有所幫助。讓孩子從錯誤中學習，

老師觀察更多、更好的詮釋者才能更好的幫助。所以環境中孩子人數要足夠。 

(三) 要有混齡教室：3~6 歲或 3~7 歲，要說服父母，父母認為我的孩子比較大，會不會浪費時間？「教

學相長」自己才能學得更多，大小朋友都能得到好處。 

(四) 環境中工作時間要 3 小時，保護工作時間不要有其他的干擾，包括日常、感官、數學、語文、文化，

3 個小時工作很重要。 

(五) 孩子到了 10 點多開始浮動，蒙特梭利說這是一個假象的疲憊，一般老師會用唱歌、帶到戶外玩，引

導者應該繼續引導孩子，這是孩子進入更高的工作層次。 

引導者的角色為何 

(一) 幫助孩子發展全部的潛能，因為我們不知道孩子的極限，不知對人類有多少貢獻。老師要有開放的心

胸。孩子是「未來的主人翁」，有時愈變愈好，愈變愈差。人類因戰爭、生病而死亡，我們發明很多可以

解決嗎？有很多好像可以解決。 

(二) 動植物無法選擇，只有人類可以創造新的生命。人類有極大的可能性，為什麼變糟，因為孩子吸收環

境給予的一切偏執、憤怒、迷信， 我們希望落空了。引導者預備的環境是什麼？成人可以變成孩子最大

的障礙，成人可以變成孩子最大的助力。老師要能幫助父母瞭解孩子，因為動植物無法選擇，只有人類可



以創造新的生命。 

(三) 有精神面、環境的氣氛（愛、關心、尊重的氣氛），尊重孩子、愛孩子，孩子未來有更好的機會改變，

我們成人需要先改變，偏執 等不好的態度，不要將這些傳到孩子了，世界將來才有轉變。孩子從出生開

始適應周遭環境，激發人性，讓孩子變成獨立的個體、適應一切的事物。 

(四) 「愛的藝術」一書中：愛要超越情緒、情感。「我今天好愛你」這是情緒，「我今天不愛你」，這不

是愛，愛不是一種感覺，是一種決定，Eduardo 老師不覺得一直愛他的老婆，但他決定愛他老婆， 

(五) 愛是四個組成：尊重、知識、關心、責任，4 個組合才能組成愛，缺一就不是完整的愛。關心、關愛

放在自己之前，關注每個孩子，要知道每個孩子的狀況，透過觀察孩子，瞭解他們，回應他們。當老師能

關注每一個孩子，必須知道孩子的狀況，也必須透過觀察才能了解孩子的需求，這樣才能有所回應，責任

就是一種能回應的能力，老師的愛會引導孩子去關心、尊重任何一個人，要觸動、互動回應孩子，你如果

看到一個孩子，你決定要愛他，你會觀察、關心、尊重他，老師讓孩子出現「好的他」，這就是尊重， 

(六) 愛是要付出很大努力，四個原則：瞭解自己、掌握自己、願景、付出代價。 

感官和智力教育發展 

  感覺器官從一出生開始就有。感官教育是幫助孩子智能的發展，是對外在世界影像的理解力，手和感

官能夠完美的去執行更高層次的工作。蒙特梭利說：「我們需要透過感官區要幫助孩子建立其基礎。」 

  感官區可提供孩子，聰明的去解釋這世界的機會，並精練他的感官，在他生命三至六歲的階段，因為

有一階段是想要自然完美他的感官，所以我們對精練感官的敏感期，透過這些特殊設計的教材做影像分類。

訓練這些感官必需是生命的早期階段，幫助他們發展所有潛能，因此感官能獲得： 

 1.練習觀察的能力，可以更精細對觀察週遭的事物，越能適應環境。 

 2.從教具刺激裡幫助孩子獲得對他生命中有決定性的正確知識。 

 3.視覺：形狀、顏色、大小。 

 4.觸覺：重量、尺寸、形狀、溫度、材質上的不一樣。 

 5.味覺：甜、鹹、酸、苦、中間味道。 

 6.嗅覺：聞。 

 7.聽覺：音的密度、高低。 

感官教具是透過許多前人的經驗而來的 

 (一) 伊塔和塞根他們之前在法國是和智障孩子一起工作，發展出某一些教具來幫助這些智障兒的研究」

幫助他們進步，蒙特梭利對他們的論文很有興趣，所以引用到教具裡，讓正常孩子用。 

 (二) 有些想法是從心理測驗的物品而來：如：粉紅塔原本是在測驗心理的物品。 

 (三) 蒙特梭利自己透過實驗設計而來。 

  蒙特梭利結論：「要透過精確，因為教具精確是必要，可以充份反應孩子成長過程中內在需求。」因

此感官教具有精確的設計來建立真實內在需求與外在刺激的反應。感官是很精準，可以符合內在需求與外

在刺激。 

  秩序感的順序是對孩子的內在驅動力做反應，就像是有敏感期和吸收性心智來引導他們，像孩子有個

別成長階段一樣，發展如同階梯，允許孩子發展他生心理潛能，一步步發展完成，這些都是感官教育。 

  蒙特梭利相信所有孩子都有某些程度的偏差，因為我們在一個不完整的環境裡。所有的人都同意，有

些負向的特徵為偏差，某些偏差的特質，一般社會認為這是有價值的，但蒙特梭利說：「當孩子正常化後，

一些偏差的行為即消失。」 



  錯誤控制，即是讓孩子自己確認是否操作正確。有些教具本身就有，不須特別告訴孩子他做錯了，例：

帶插座圓柱體；有些教具在孩子本身，如果孩子還不能發現錯誤，表示那教具孩子須要再複習；有時是引

導者的問題，因為急於示範。 

  其實孩子用他的推理力量同時他會增加去區分的能力，可以看出物品與物品間的細微差異。在預備好

的環境所引發出來的特性，有兩個目的：引導活動和鼓勵重複。換句話說，修正本身對孩子來說最容易由

他自己來修正自己，而不是由成人來協助。 

  蒙特梭利說：「孩子的慾望是引導自己修正自己，不是教師引導他改正錯誤，這是一項複雜的動作，

透過孩子自己的聰明才智修正。」例：年幼的孩子，引導者示範動作慢且正確，孩子重複操作很快隨便的

完成，但他也很快樂。那是孩子自己還沒產生自我修正的能力，要在以後某一個時間自己產生，那才是對

他自己有幫助。當孩子展現出行為，真正內在的本質，給予孩子自由，孩子自動自發的學習，孩子便能專

注有興趣的主動工作了。 

  我們只給第一次的示範，將使用方法技巧告訴孩子，讓孩子自我發現，因為當孩子自我發現時，才是

真正的學習，我們必允許孩子任何的探索。 

  ※示範粉紅塔：（為什麼粉紅塔要 10 塊－因為十進位） 

◎老師邀請孩子，帶孩子到放粉紅塔的地方。 

◎用很慢、很小心的動作拿取最上面那塊小的立方體放在另一手心，老師請孩子跟他用一樣的方法拿一塊

立方體，然後跟在老師的身邊走，老師將立方體放在地毯上也請孩子將他手上那塊放在旁邊；依序拿取放

下。 

◎老師告訴孩子：我現在要蓋粉紅塔，在蓋的過程中老師的動作要慢，尋找下一塊的立方體時要慢，以前

面一塊的立方體做參照板。 

◎孩子做錯時不要跟孩子說你做錯了，只要說'你再做一次'或'可不可以再讓我（引導者）做一次'，孩子如

一直做錯，老師：你要再練習多少時間都可以，如孩子第一次就學會表示這項教具太晚給，應給孩子進階

的練習 ex：距離的排列。 

  (1) 拿取粉紅塔的動作是間接為書寫做準備（抓握＆手腕的放鬆）。 

  (2) 有距離的遊戲是幫助孩子記憶的遊戲，大小的概念會在腦中成形。 

  做為一位蒙氏工作者，我們只給第一個示範，如何使用教具的技巧方法告訴孩子，孩子反覆操作，孩

子自我探索發現，這不是老師做給孩子看，而是孩子去發現，當孩子有所發現時那才是學習，這才不會剝

奪孩子發現的喜悅。只要孩子不是拿來演戲、打仗那都可以接受，並且告訴孩子那項工作的目的不是這樣

的。（老師示範前必須知道教具的每一個目的是什麼）。只有當孩子對感官教具有興趣之後才給語言，以

三階段教學法為示範： 

◎藍色，這是藍色。 

◎給我藍色。 

  (1)進行第二階段的時間可以長一些，並且不要讓孩子將東西放在身體的某一方，這樣會造成孩子的混

亂，當孩子這階段都可分辨清楚就可進行到第三階段。 

◎這是什麼？ 

  教具本身有錯誤控制，讓孩子獨立去操作、自我修正，意為教具本身可以讓孩子自我矯正，EX：帶插

座圓柱體組，孩子可以把 9 個插座圓柱體放錯地方，但最後的那一個一定放不進去，這時錯誤控制就出現

了，也就在那個時候孩子必須去探索實驗，不用跟孩子說他放錯了。這一類型的錯誤控制還有地理拼圖櫥、



樹葉拼圖櫥等，有一些錯誤控制是孩子本身，孩子必須去經驗哪一些是不協調，如孩子沒法發現時，那對

引導者來說，孩子對那項工作並沒概念，那引導者必須一直不斷地邀請孩子，等他具體印象形成後他就知

道該項工作要如何做。例如：色板；引導者很急著看出作用，當孩子顏色配對錯誤，表示孩子還不會做配

對，因為他沒意識到是將顏色配對在一起，老師在示範時要更小心地尋找做配對。另外數的錯誤控制如：

訂正板；文化的地理拼圖櫥的控制板，當孩子在做地圖時，必須要孩子做完才能將訂正板拿出來，在做的

過程是不拿訂正板出來看，數學的訂正板也是，因為訂正板的目的是要讓孩子自己去確認是否正確，而不

是做配對用。 

  若孩子對教具熟悉時可加入遊戲的方式，重新點燃孩子的興趣，做更好的工作，及做更好的探索。 

  (一) 引發孩子更精練的工作，孩子從Ａ點走到Ｂ點時找物品時可以更精練動作。 

  (二) 當他重複練習時協助孩子獲得對這教具更深一層的理解力。 

  (三) 在腦中保持一段時間加強孩子的記憶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