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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孩子的 100 條法則



願與天下父母共讀之

陶行知

此書為東南大學教育科叢書之一，係近今中國出版教育專書中最

有價值之著作。全書分 12章*，立家庭教育原則 101條**。前兩章述兒童

心理及普通教導法，為提綱挈領之討論；後 10章都是拿具體的事實

來解釋各項建議之涵義。在這書裡，小孩子從醒到睡，從笑到哭，從

吃到撒，從健康到生病，從待人到接物的種種問題，都得了很充分的

討論。這些討論對於負家庭教育責任的，都有很具體的指導。

書中取材的來源不一，但有一個中心，這中心就是陳先生的兒子

一鳴。著者在《自序》中曾聲明各項材料之來源，但未指明一鳴就是

這本書之中心人物。倘使我們把這本書從頭到尾讀它一遍，就覺得這

是無可懷疑的。一百多條舉例當中，在一鳴那兒來的，就佔了 73條

之多，其餘的事實只可算為陪客。陳先生得了這個實驗的中心，於是

可以把別人的學說在一鳴身上印證，自己的學說在一鳴身上歸納。據

他自己所說，我們曉得《佛戴之教育》（The Education of Karl Witte）

* 本書第十三章是《家庭教育》1947 年再版時增補的。

** 本書再版過程中有所刪減，現為 100 條。



（編者註：現多譯為《卡爾．威特的教育》）一書對於他研究家庭教

育這個問題是很有影響的。佛戴小時通五國方言，9歲進大學，14歲

得哲學博士，16歲得法律博士並任柏林大學教授，都是他的父親大

佛戴的教育理想之實現。一鳴就是陳先生的佛戴，《家庭教育》一書

就當作《一鳴之教育》看也是可以的。

鄭宗海氏的《序》文上說：“我閱過之後，但覺珠璣滿幅，美不

勝收，有數處神乎其技，已臻乎藝術的範域。”這種稱讚並不過分。

我現在要舉一兩個例來證明陳先生的藝術化的家庭教育。當他討論遊

戲式的教育法時，他舉了下面一個例：

今天（1924 年 4 月 18 日）下午我手裡拿著一隻照相機，叫我的

妻子把我們的女兒秀霞放在搖椅裡。預備要替她拍照的時候，一鳴就

捷足先登，爬到椅子裡去，也要我替他拍照，我再三勸告他，他總是

不肯出來。後來，我笑嘻嘻地對他說：“一鳴！你聽著！我叫一，二，

三；我叫‘三’的時候，你就爬出來，爬得愈快愈好。”他看見我同

他玩，也很高興地答應我。歇了一歇，我就“一，二，三”的叫起來，

說到“二”的時候，他一隻腳踏在椅子的坐板上，兩隻手挨在椅子的

邊上，目光閃閃地朝我看著，等到我說到“三”的時候，他就一躍而

出，以顯出他敏捷的樣子。

一鳴 3歲大的時候，陳先生要一鳴把東西玩好以後，整理好放在



原處，一鳴不依，他就想了下面說的一個法子：

後來我對他說：“我幫助你一同弄。”我就“嗨嗬”、“嗨嗬”地

叫著，替他整理起來；他看見我已經替他整理，也“嗨嗬”、“嗨嗬”

地叫著，把書籍搬到他的書架上去了。

他討論小孩子為甚麼怕、為甚麼哭的時候舉了兩個例，也可以顯

出他神乎其技的教育法：

我同一鳴（1歲零 10個月）在草地上遊戲的時候，他看見一隻大蟾

蜍，就舉起手來向後退，並且喊叫說“咬！咬！”我走過去，在地上拾了

一根棒頭輕輕地去刺著那隻蟾蜍說：“蟾蜍你好嗎？”後來他拿了我的棒

頭也去刺刺看，但是一觸就縮回，仍顯出怕的樣子，但比當初好得多了。

有一天，我帶一鳴（1歲零3個月）到東大附小去看小學生做戲。做

戲的小學生們共有 300 多人，戲做得很好，觀戲的人大家都鼓掌。在這

個當兒，小孩子應當發生懼怕。但我一抱一鳴進門，就笑嘻嘻地對他說：

“你看這裡許多小孩子。”後來看見小孩子要鼓掌的時候，我就對他說：“我

們也來拍掌。”他一聽見小孩子拍掌，也就歡歡喜喜地鼓起掌來。”

父母不會教養，小孩子不曉得要冤枉哭多少回。在這種家庭裡



面，小孩子早上醒了要哭，吃乳要哭，穿衣服要哭，換尿布要哭，洗

臉要哭，拭鼻涕要哭，看見生人要哭，喊人抱要哭，討糖吃要哭，跌

了要哭，睡時脫衣服要哭，一天平均總得要哭十幾回。估計起來全中

國 6歲以下的小孩子每年流的眼淚該有兩萬萬斤。如果做父母的肯像

陳先生這樣細心教導兒童或是採用陳先生的教導方法，我敢說小孩的

眼淚是可以省掉一萬萬八千萬斤咧。

陳先生寫這本書有一個一貫的主張。這個主張就是做父母的對於

子女的教育應有一致的措施。中國家庭教育素主剛柔並濟。父親往往

失之過嚴，母親往往失之過寬。父母所用的方法是不一致的。雖然有

時相成，但流弊未免太大。因為父母所施方法之寬嚴不同，子女竟至

無所適從，不能了解事理之當然。並且方法過嚴，易失子女之愛心；

過寬則易失子女之敬意。這都是父母主張不一致的弊病。陳先生此書

所述各種教育方法，或寬或嚴，都以事體的性質為根據，不以施教育

的人為轉移。他和他的夫人對於一鳴的教育就是往這條路去走的。我

們看他教一鳴，覺得他是個母親化的父親，姊姊化的父親，但他從沒

有失掉父親的本色。

這本書出來以後，小孩子可以多發些笑聲，父母也可以少受些煩

惱了。這本書是兒童幸福的源泉，也是父母幸福的源泉。著者既以科

學的頭腦、母親的心腸做成此書，我願讀此書者亦務須用科學的頭腦

和母親的心腸去領會此書之意義。我深信此書能解決父母許多疑難問

題，就說它是中國做父母的必讀之書，也不為過。這本書雖有許多貢



獻，但還是初步試驗的成績。有志兒童幸福者，倘能拿此書來做個基

礎，再謀進一步的貢獻，那就更是我們所希望的了。

（本文原題為《評陳著之〈家庭教育〉——願與天下父母共讀之》，原載於

1925年 12月 11日《新教育評論》第一卷第二期。）



序

鄭宗海

家庭教育素為我國所重。家庭教育的書籍，在我國也不乏善本。

舊的如顏之推家訓，近在如王 所譯之寧馨兒，兒童鑒等書，皆陳義

豐瞻，行文暢達。但搜採具體的事實，運以淺鮮之文辭，可期家喻戶

曉的，那麼陳君之書要算第一本了。

看書的法，有時要探其重要之主旨，有時要究其詳細之方法，閱

本書的，這兩方面都要顧到的。但是假如方法上的細節，一時限於設

備或環境，有未易實行的地方，那只須臨時變通適用便是。最重要的

還在得其精神，取法乎上，雖不能一蹴而就，能夠步步逼近，便是進

步的徵象了。現在將本書的略歷，約述一番。

大概教育界人都知道本書作者陳君鶴琴很是喜歡研究兒童心理和

幼稚教育的。陳君在清華的時候，很熱心於社會公益事項，他也極能

與各種的人——學校裡的同學，校外負販驢夫以至乞丐——相接近。

他到美國留學，先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是校以研究精神著稱於

世，陳君想要研究地質，因陳君向來喜歡做觀察實驗功夫，實有科學

家的精神。但後來陳君仍舊拿這種功夫回到“人”的研究上去，如今

知道他的略歷，也就可明白他是適宜於做那種研究的人了。



陳君回國後一年成了婚，再一年得了子。現來已有子女一對了！

他既得了子，就有可以時時研究、時時實驗的資料。他起初天天自己

沐浴小孩，他一直將所發見的事分類的記載下來。有時把足以見到身

心現狀的材料攝了影。久久漸已積卷盈帙，分類的記載本，已十餘本

了！我和我內人去訪問的時候，他時常拿給我們看。我雖也習教育，

若就幼稚教育一項之實施而言，真是慚愧得很！不過向來對此也有興

味，既有良友之家可以觀摩，無形中當然已得益不淺。

他一方既在東南大學教授兒童心理一科，一方又實地研究。他的

興味，自然益發濃厚。現在陳君把他數年的研究和經驗實地的所得，

作有系統的敘述。陳君且將稿件交我，使我有先睹為快的機會。我閱

過之後，但覺珠璣滿幅，美不勝收，有數處神乎其技，已臻乎藝術的

範域。私幸有此一卷，置諸案頭，可以奉為龜鑒。陳君以斯科專家而

問序於我，忭惶之餘，用贅數語於簡端以誌一人對於是書之感想，且

以告家庭之有子弟者，是為序。

甲子冬月*鄭宗海識於南京

* 1924 年冬。



自序

小孩子實在難養得很！有時候，你不曉得他應當穿甚麼衣服，吃

甚麼食物！有時候你不曉得他為甚麼哭的，為甚麼不肯吃！有時候，

你不曉得他為甚麼生病的，為甚麼變得這樣瘦弱的！有時候，你不曉

得他為甚麼一個活潑的小孩子竟變為暮氣沉沉的老少年！

小孩子不但是難養的，而稍明事理人，知道也難教得很！有時

候，他非常來的倔強，你不曉得罵他好呢，還是打他好；讓他去強霸

好呢，還是去抑制他好。有時候，他睡在床裡哭喊，你不曉得去抱他

起來搖搖他好呢，還是讓他大哭大喊的好！有時候，他要出去玩玩，

你不曉得給他去玩好呢，還是禁止他好！有時候，他要東西吃，你不

曉得給他吃好呢，還是不給他好！有時候，他要唱唱歌，你不曉得怎

樣教他唱，怎樣教他學！有時候，他要認識字，畫畫圖，你不曉得怎

樣教他識字，怎樣教他畫圖。

像以上這種問題，稍具知識而要教養小孩子的父母，大概都曾遇

到過的。小孩子實在是難教難養得很。

但是我們做父母的是不是因小孩子難以教養就不去教養他呢？我

們知道幼稚期（自出生至 7歲）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個時期，甚麼習



慣、言語、技能、思想、態度、情緒，都要在此時期打一個基礎，若

基礎打得不穩固，那健全的人格就不容易形成了。所以我們還是要去

教養我們小孩子的。著者不揣固陋，本個人之學識經驗，編集是書以

供負教育子女之責者之參考。

本書共分 12章*。先略述兒童之心理與學習之性質及原則，以為

施行家庭教育之基礎；次述普通教導法以作選擇家庭教育原則之綱

要；繼述關於衛生教育、情緒教育、群育及智育各方面之原則凡 90

條，本書前後所有原則，共計 101條 **，每條原則後面舉事實一二以解

釋原則的真諦並加以討論，以使閱者對於該條原則的意義能夠格外瞭

然。書中所舉例子，一部分是由張君洪城供給的，一部分是設想的，

一部分是由別的書中摘取的，一部分是由我實地經驗得來的。

現在我要把我應當特別感謝的幾位在此聲明一下。我首先要感謝

的就是我所參考各種書籍的著者，他們的意思我直接或間接採取的地

方很多。然我最所感謝的就是我友鄭君曉滄（宗海）。約五年前他介

紹給我兩本書看：一本是 Bruce and Wiener兩氏所著之The Education 

of Karl Witte（《佛戴之教育》）及Winifred S. Stoner氏所著之The 

Natural Education（《自然教育》）。我讀了這兩本書之後，對於家庭

教育之興趣，就格外來得濃厚了。所以對於這兩書的著者我固然十分

* 本書第十三章是《家庭教育》1947 年再版時增補的。

** 本書再版過程中有所刪減，現為 100 條。



感激，對於鄭君也十分的感謝，不但在書籍方面時得鄭君的指導，就

在家庭教育實施方面，也常蒙切實指教的。此書脫稿後，曾承鄭君詳

細閱過一遍並蒙賜斧正，我因此又感激不已。

此書原擬與鄭君合編的，後因鄭君忙於課務無暇顧及，而我遂獨

草成此；若能實行原定計劃，那此書當不致如今之拙劣可想而知。

對於我的妻子雅琴，我也非常的感謝；若沒有她的耐心協助，那

我雖有試行家庭教育的熱誠，恐也不能見諸事實。對於我的小兒一

鳴，小女秀霞，我也是十分感謝的，他們不但給我一種試驗的機會，

並且增進我許多學識，賜給我許多快樂。張君洪城曾供給我許多實

例，我也在此一併鳴謝。

民國十四年正月陳鶴琴序於南京



再序

此書問世以來，不過 5個月，到今日又要再版了。這可見得國人

對於家庭教育關心很切，我因乘此再版的時候，補充幾句話以解釋閱

者對予本書容易發生懷疑的地方。

第一，這本書大概是根據我個人之經驗與學識說的，所以有許多

關於家庭教育的重要問題，因為我沒有經驗或學識，並沒有談到；閱

者請不要誤會，把這本書當作一種包羅萬象的家庭教育大全。

第二，對一鳴、秀霞說話，總是用英文的。我的意思是要他們從小

聽慣說慣，免得大來難學。可惜我不能說別國的言語，若是我能夠說，

我一定要教他們的。至於中國的言語我可不必擔憂，他們所聽的除了聽

我說英文之外，都是中國的方言，所以我不教他們也不要緊的。然竟有

人以為一鳴所聽見的只是我的英語，一鳴所說的也只是英語，並以為一

鳴就要變成一個外國人，且以為我太看輕國語而重視英文了，這種測度

未免有些過分。

第三，書中所舉的實例關於一鳴的多，而關於秀霞的少。這不是我有

“重男輕女”之見，乃是因為編著那本書的時候，秀霞尚小，乏例可舉。

以上三點因容易引起閱者懷疑，故特在此說明。

民國十四年十二月陳鶴琴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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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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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小孩子生來雖有種種不同之點，然大抵是相彷彿的。餓則哭，

喜則笑；見好吃好看的東西就伸手拿來，見好玩好弄的東西就伸手去玩。

然何以到後來有的會怕狗怕貓，有的敢騎牛騎馬；有的身體強健，有

的身體孱弱；有的意志堅決，有的意志柔弱；有的知識豐富，有的知識缺

乏；有的專顧自己，有的體恤別人；有的多愁病，有的多喜樂；有的成為

優秀公民，有的變為社會敗類？推其原因，不外先天稟賦之優劣與後天環

境及教育之好壞而已。

若從小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雖生來怕狗貓，到大來也敢騎牛馬的；

雖生來不甚強壯，到大來也會健康的。若家庭教育不好，小孩子本來不怕

動物，大來會怕的；本來身體強健的，大來會瘦弱的。

至於知識之豐富與否，思想之發展與否，良好習慣之養成與否，家庭

教育實應負完全的責任。

然家庭教育必須根據兒童的心理始能行之得當。若不明兒童的心理而

妄施以教育，那教育必定沒有成效可言的。所以我略略地把兒童心理述之

如下，以資施行家庭教育者之參考。

一、小孩子是好遊戲的

小孩子可以說是生來好動的。兩三個月大的嬰兒就能在床上不停地

敲手踢腳，獨自玩耍。到了五六個月的時候，看見東西就要來抓，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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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放進嘴裡去。到了再大一點，他就要這裡推推，那裡拉拉，不停地運

動了，一等到會爬會走，那他的動作更加複雜了。忽而立，忽而坐；忽而

這樣，忽而那樣；忽而爬到那裡，忽而走到這裡。假使我們成人像他那樣

活動兩個鐘頭，那一定疲乏不堪了。到了三四歲的時候，他的遊戲動作比

從前還要繁多而他的遊戲方法也與從前不同了。從前他只能把椅子推來推

去，現在他要把椅子抬來抬去，當花轎了；從前他只能把棒頭敲敲作聲以

取樂，現在他要拿著棒當槍放了。到了八九歲的時候，他的身體比從前更

加強健得多了，精神也非常充足了，知識也漸漸豐富了，因此他的遊戲動

作也就與從前不同了。此時他喜歡玩各種競爭遊戲了：甚麼放風箏，踢毽

子；甚麼鬥蟋蟀，拍皮球；甚麼打棒頭，捉迷藏他都能夠玩了。

總起來說，小孩子是生來好動的，以遊戲為生命的。要知多運動，多

強健；多遊戲，多快樂；多經驗，多學識，多思想。所以做父母的不得不

注意小孩子的動作和遊戲。第一，做父母的應準備良好的設備使小孩子得

著充分的運動；第二，做父母的應尋找適宜的伴侶使小孩子得著優美的影

響。有此二者，小孩子的身體就容易強健，心境就常常快樂，知識就容易

增進，思想就容易啟發。

二、小孩子是好模仿的

小孩子未到 1 歲大的時候，就能模仿簡單的聲音和動作了。他一聽見

第 1 章　兒童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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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啼羊叫，也要啼啼看叫叫看；一看見別人洗面刷牙，也要洗洗看刷刷看。

到了兩歲光景的時候，他能模仿複雜的動作了。倘若他看見他母親掃地洗

衣，他也掃掃洗洗看；倘若他看見他父親吐痰吃煙，他也要吐吐吃吃看。

到了三四歲的時候。他的模仿能力發展得更大了。甚麼娶親，甚麼出

殯，他都要模仿了。

總而言之，小孩子是好模仿的，家中人之舉動言語他大概要模仿的。

若家中人之舉動文雅，他的舉動大概也會文雅的；若家中人之言語粗陋，

他的言語大概也是粗陋的。所以做父母的不得不事事謹慎，務使己身堪有

作則之價值。

三、小孩子是好奇的

小孩生來是好動的，生來是好模仿的，也是生來好奇的。五六個月

大的嬰兒一聽見聲音就要轉頭去尋，一看見東西就要伸手去拿。到了四五

歲，他的好奇動作格外多了。看見路上的汽車馬車來了，他總要停住腳看

看；聽見外面的鑼聲鼓聲響了，他總要跑出去看看。有一個 4 歲的小孩

子，一日同他的母親去探望他的小朋友，看見他小朋友的家裡有許多蜜

蜂，他拿了一根棒頭把蜂巢敲敲看，不料一敲蜜蜂出來刺他了。

又有一個 5 歲的小孩子，天天把園裡所種的紅蘿蔔掘起來，看它怎樣

生長的。又有一個小孩子把一隻鐘拆得粉粉碎，要看看這個鐘究竟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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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響的。小孩子不但有這樣的動作，也發種種問句。他常要問你“這是甚

麼東西，那是甚麼東西；這個東西從哪裡來的，那個東西怎樣做的；這個

東西為甚麼是這樣的”。他看見不懂的東西，就要來問你。這些問句也是

一種好奇的表現。

現在我們要問，這種好奇的動作究竟有甚麼用處呢？柏拉圖說：“好

奇者，知識之門。”這句話是很對的。若小孩子不好奇，那就不去與事物

相接觸了；不與事物相接觸，那他就不能明瞭事物的性質和狀況了。倘使

他看見了冰，不好奇，不去玩弄，那他恐怕不會知道冰是冷的；倘使他聽

見了外面路上的汽車聲，不跑出去看看，那他恐不會曉得汽車是甚麼東

西。所以好奇動作是小孩子得著知識的一個最緊要的門徑。

獲得知識

好奇 接觸事物 了解事物

第 1 章　兒童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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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孩子是喜歡成功的

小孩子固然喜歡動作，但更是喜歡動作有成就。比如一個兩歲光景的

小孩子在沙箱裡玩沙。他儘管把沙一把一把地撈進罐頭裡去，撈滿了把沙

倒出來；又再一把一把地撈進去，撈滿了又倒出來；這種動作從表面一看

沒有甚麼成就，仔細考察起來，一把一把地撈進罐裡去固然是一種動作，

但罐頭裝滿了，就是動作的成功。小孩子雖喜歡撈沙的動作，也喜歡撈沙

成功呢。

一鳴有一天將大小木塊搬到天井裡去，用了許多力氣，費了許多

時間，方才搭成一座小小房子的樣子。他搭好之後，很高興地跑過來

對我說：“爸爸你來看我搭的一座房子。”我見了這座似是而非的房子，

也非常歡喜，就極力地稱讚他，而且叫他再去搭。他玩了木塊以後，

又跑到書房裡去，用粉筆在黑板上畫了一隻動物。他畫了以後又對我

說：“象。這是尾巴，頭，耳朵，眼睛，嘴巴，鼻頭。”我回頭一看，

果然不錯，就連說“好，好”。

從以上兩個例子看來，小孩子是很喜歡做事情的，而且很喜歡其成功

的。因為事情成功，一方面固然自己覺得很有趣，但是還有一方面可以得

到父母或教師的讚許。這種心理是很好的，我們做父母或教師的應當利用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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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心理去鼓勵他做各種事情。

不過叫小孩子做的事情不要太難；若太難，就不能有所成就；若沒

有成就，小孩子或者要灰心而下次不肯再做了。反而言之，若所做的不甚

難，小孩子能夠勝任而有成就的；一有成就，就很高興，就有自信力；所

成就者愈多，自信力也愈大；自信力愈大，事情就愈容易成功。因此自信

力與成功就互相為用的了。

做父母的對於這一點也是應特別注意的。

五、小孩子是喜歡野外生活的

大多數小孩子都喜歡野外生活，到門外去就歡喜，終日在家裡就不十

分高興。有許多小孩子哭的原因雖然不一，但是不能到外邊去看看玩玩，

也是一種大原因。做父母的不揣摩他的原因，只一味地去說他去罵他，那

真正冤枉極了。

一鳴有一天，坐在搖籃哭個不了，他母親給他東西吃，他不吃；

給他東西玩，他也不玩。後來我就抱他到門外去玩玩，他一到門外就

不哭了。他仰起頭來看看天的顏色，低下頭去看看草木的樣子，看看

飛禽走獸的形狀，歇了一歇，他就笑逐顏開了。又有一天，天已晚

了，街上已經沒有人了，他還不肯回家。不但一鳴是如此喜歡到外邊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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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普通兒童大概都是如此的。

現在我家裡辦了一個幼稚園。凡天氣晴和的時候，我們就帶幼稚生

到外邊去遊玩。他們在曠野裡跑來跑去，看見野花就採採，看見池塘就

拋石子入水以取樂。這種郊遊對於小孩的身體、知識、行為都有很好的

影響。

不過小孩子的野外生活須以小孩子的年齡為斷。如年齡較小的兒童，

我們叫他們採採花呀，種種樹呀，舉行短距離的遠足會呀；年齡較大的兒

童，我們叫他們採集標本，舉行旅行等等遊戲以增長他們的知識，以強健

他們的身體，以愉快他們的精神，使他們無形中得著許多好處。但是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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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做父母的總不放心他們的小孩子到外面去，一則恐怕身體疲乏，二

則恐怕衣服弄髒，三則恐怕感冒風寒，所以一天到晚，將他們關在屋裡，

好像囚犯一樣。所以這種兒童長大起來，往往身體孱弱、知識缺乏，當年

做父母的愛護子女，到了今天適足見其貽害子女了。做教師的不願多事，

且以帶領學生到野外遊玩為麻煩，所以學生就失去與天然界相接觸的一種

良好機會。要知學問不僅僅在書本中求得，也應在自然界獲得，甚麼“動

物學”，甚麼“植物學”，甚麼“地理”，甚麼“常識”，大概都是可以從

自然界中學得的。我們在書本中看死的標本，死的山水，不如到野外去看

活的動物，採活的草木，玩真的沙石。

總起來說，小孩子不論年紀大的小的，不論男的女的，大都喜歡野外

生活，我們做父母或做教師的，雖不能十分注意到此，多少總須領小孩子

到野外去玩玩才好。

六、小孩子是喜歡合群的

凡人都喜歡群居的，幼小嬰兒，離群獨居，就要哭喊，兩歲時就要與

同伴遊玩，到了五六歲，這個樂群心更加強了。假設此時沒有伴侶遊玩，

他一定要覺得孤苦不堪了。有時候還要發生想像的伴侶。他同這個想像的

伴侶一同遊玩，一同起居，一同飲食，那就不致孤苦。但是他的伴侶到底

是想像的，他一定要覺得寂寞不堪的。到了十餘歲，兒童就喜歡結隊成群

第 1 章　兒童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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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遊玩了。倘使兒童在這個時候，在家中得不到伴侶，他一定要往外尋求

了。我現在舉例以證樂群心的發軔與重要。

我的小孩子一鳴在 47 天的時候就發生樂群的心理了。在這一天，

我撫撫他的下頷，他就對我說“a—ke”。這“a—ke”究作何解，我雖

不得而知，但是我們推想他的意思，總是一種快樂的表示，也是一種

對於我撫他下頷的反應，也是一種承認他人存在的符號。

到了 3 個月的時候，一鳴喜歡別人同他玩講。若你接近他，他就

笑逐顏開呀呀學語了。

鄰人的小孩子，到了五六個月的時候，一定要別人站在他的旁

邊，倘使別人離開他，他就哭；一看見有人來就不哭了。

我的友人有一個 5 歲的女兒，因為孤獨的緣故，就常常有一個想

像的伴侶同她遊玩。後來進了幼稚園之後，這個想像的伴侶就慢慢的

消沒了。

小孩子的好群已如上述。做父母的正可以利用這種好群的心理以教育

小孩子。第一，我們要使他得著良好的小朋友；第二，我們應給他馴良的

動物如貓、狗、兔子等做他的伴侶；第三，我們再給他小娃娃之類以聊解

他的寂寞。

案例1

案例2

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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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孩子是喜歡稱讚的

兩三歲的小孩子就喜歡“聽好話”，喜歡旁人稱讚他。比如今天他穿

一件新衣服，就要給他父親看；著了一雙新鞋子，就要給他同伴看。到了

四五歲的時候，這種喜歡嘉許的心理還要來得濃厚。假使他不願意刷牙

齒，你可指著一個牙齒潔白而肯刷牙齒的小孩子說：“他的牙齒多好看，

多清潔，你若天天刷牙齒，你的牙齒也會像他這樣整齊好看呢！”小孩子

聽了你的話，恐怕就要去刷了。若刷了之後，你就可稱讚他說：“呀！你

的牙齒是白一點了，好看得多了。”他聽了必然覺得非常的高興，下次洗

臉時就喜歡刷牙了。

一鳴畫圖，若畫得好，我就稱讚他幾句，鼓勵他幾句，並且替他

在圖畫上寫“很好”的字樣，他就顯出很快樂的樣子。所以以後他常

常喜歡畫圖畫，畫了之後，常把圖畫紙拿了來給我看，並且叫我在紙

上寫“很好”兩個字。

這種讚許心，我們做父母的教育小孩子時應當利用，然而不可用得太

濫，一濫就失掉它的效用，反不若不用為妙。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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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總起來說，小孩子是好遊戲的，是好模仿的，是好奇的，是

喜歡成功的，是喜歡野外生活的，是喜歡合群的，是喜歡別

人讚許他的。這幾點兒童的心理，不過是犖犖大者而已；至

於不甚緊要的，略而不述了。即從上面所說的幾點看來，我

們教小孩子必須先要了解小孩子的心理。若能依據小孩子的

心理而施行教育，那教育必有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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