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书笔记爱弥儿思维导图(优秀8篇)
感恩是一种心境，它能够让我们更加关注身边的温暖和善意。
在写感恩总结时，我们应该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思考和总结
自己的感激之情。以下是一些感恩的经典影视作品，值得一
看。

读书笔记爱弥儿思维导图篇一

在《爱弥儿》这部作品原序中，作者有着这样的一句话：我
们身患一种可以治好的病；我们生来是向善的，如果我们愿
意改正，我们就得到自然的帮助。思考社会教育中有关这方
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一定能感受很多作为教育者应当具备一
些基本观念与思想。教师必须受过教育，才能教育他的学生，
才能担负起为社会发展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历史责任。

一个好教师应该具有哪些品质，人们对这个问题是讨论了很
多的。人天生具有自我实现和向善的倾向，只有提供合适的
环境和社会，人性就能向善、美的方向发展，人总是追求自
我完善的。我们的每个学生都是生动活泼的人、发展的人、
有尊严的人教师应该关注每一位学生在内的全班所有的学生，
教师不仅要尊重每一位学生，还要学会赞赏每一位学生。教
师应该成为学生的“精神教练”，教师也不再是过去的“道
德说教者”“道德偶像”，而是学生健康心理、健康品德的
促进者、催化剂，引导学生学会自我调适、自我选择。

遵循自然，跟着它给你画出的道路前进。它在继续不断地锻
炼孩子；它用各种各样的考验来磨砺他们的性情；它教他们
从小就知道什么是烦恼和痛苦。这就提示教师在教育的过程
中一定要尊重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学生的主体性包括：自
主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日常教学工作中要力求做到以下
几点：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要尊重学生的感受；教育活动
中，要给学生留有选择的余地，并尊重学生的选择；教育中



要特别鼓励学生的创造性。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使学生健康、和谐
发展的重要保证，是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性。
良好的师生关系有赖于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教师在师生关
系建立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要建立民主
良好的师生关系，对教师来说，有着几个方面要做的：教师
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发扬教育民主，教师要热爱、尊重学
生，公平对待学生；正确处理师生之间的矛盾，教育教学过
程中，师生之间的矛盾是难免的，重要的是怎样处理好这些
矛盾；要主动与学生沟通，善于与学生交往。

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加强学生的生活目的性教育、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多组织一些实践活动，让学生取得意志锻
炼的直接经验；根据学生意志品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锻炼
措施；加强自我锻炼，从点滴小事做起。

在教育中，认识到学生是发展的人，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培
养学生良好的品德，同时注重与学生的交流，注意到了以上
几点，才是为教育真正的开始做好准备。

读书笔记爱弥儿思维导图篇二

如果想了解卢梭，不读他的《爱弥儿》是不会深刻理解他的
教育理念的。这本书1972年就发表了，在七几年的中国教育
在做什么？即使在现在的中国，提倡素质教育这么久了，提
出以人为本这么长时间了，却在实际中仍很难做到顺乎天性，
让人的本性避免受社会偏见和恶习的影响而得到自然的发展。

这一切计划都给孩子制定好了，并且是提早叫孩子去学习，
这是不科学的，让一个2、3岁的孩子去学钢琴，相信这个孩
子不会成为朗朗，反而会扼杀了孩子的兴趣，在这一点上，
我很同意卢梭的观点，让孩子学习不代表让他提早学不该学
的东西。和这些比起来，“学吃饭”、“学生活”、“学与



人交流”似乎更重要。

卢梭还主张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
使之学会谋生的手段，不去过那种依高官厚禄的寄生生活，
不受权贵的奴役，自由自在地享受大自然赋予的权利，人人
平等，互助互爱。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小学生班级内的现象：
很多孩子不比学习，比谁的书包是名牌，比谁用的杯子最高
级，比谁家有效汽车接送……班级内部的关系有的也不够和
谐、平等、互助：同桌没有带水彩笔，却不愿意借给他，别
的同学因为说了自己几句不好听的话，自己就大发雷霆，要
求家长来学校为其撑腰……这些不好习惯需要我们教师、家
长、社会共同去引导纠正。

卢梭认为，只有经过这些博爱、平等、自由的教育，才能使
儿童的心灵免受宗教偏见的扼杀，及早地养成支配自己的自
由和体力的能力，保持自然的习惯。待他长到成年时，他就
会善于选择一个良好的制度，在没有奴役的情况下，经营一
小块土地或一个作坊，谋求自己的幸福。卢梭的这些教育思
想，虽然很朴实，但是却是我们教育者一直追求的理想境界，
所以在1972的法国，卢梭的思想对于当时的封建专制教育和
宗教教规无疑是有力的批判，对于启发第三等级特别是资产
阶级起来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具有相当大的鼓舞力量。

读书笔记爱弥儿思维导图篇三

卢梭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是近代资产
阶级进步思想家，倡导“天赋人权说”，主张自由平等，反
对专制，他对近代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的改革，都曾作
出伟大的启发和指导。《爱弥儿》是阐述其自然教育理论的
不朽之作，对压抑儿童个性的封建主义教育进行了猛烈地抨
击。在这本教育著作中，卢梭表达了他主张人性本善，主张
教育目的在于培养自然人，主张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顺应
儿童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今天读来仍然震撼很
大，对我们当前的教育仍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卢梭主张的自然主义教育就是要服从自然的永恒法则，听任
人的身心的自由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手段是生活和实践，
让孩子从生活和实践的切身体验中，通过感官的感受去获得
他所需要的知识，主张采用实物教学和直观教学的方法，反
对抽象的死啃书本。

教育要适应儿童自然天性的需要，这与我们当今很多家长对
儿童采取神童式的教育大相径庭，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都拼命的为孩子请家教老师，上各种各样的特长培训
班，以为这样就能很好的促进孩子各方面素质的发展，其结
果并不理想。最典型的要数当今社会上流行的“狼爸”
和“虎妈”了，为了让他们自己的孩子考上一个好的学校，
经常采取一些极端的教育方式，是他们的孩子失去了一个完
整的美好的童年生活，最终他们的孩子并不领情，反而责怪
父母。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忽视儿童天性发展需要的教育，因
而也是一种极为不可取的教育。教育应遵循儿童发展的自然
进程，考虑其年龄特征，适应其本性施教。

卢梭指出“我们生来是软弱，所以我们需要力量；我们生来
是一无所有的，所以需要帮助；我们生来是愚昧的，所以需
要判断的力量。这些东西全是教育赐予我们的”。教育只不
过是保持习惯罢了。卢梭强烈反对采取打骂吓唬等方法，同
时也不赞成给予儿童过多的关心和照顾教养孩子。由于母亲
更容易倾向于溺爱子女，因此卢梭告诫道：“当一个妇女不
是给孩子以母亲的关心而是过于关心的时候，她也可以从一
条相反的道路脱离自然的道路脱离自然。

这时候，她把她的孩子造成为她的偶像，她为了防止孩子感
觉到自己的娇弱，却把孩子养得愈来愈娇弱，它将使幼小时
期的娇弱继续延长，到成人时受不住种种劳苦。”教育是要
帮助儿童摆脱软弱和愚昧的，要让儿童保持自然的习惯，要
让他自然地适应习惯，而不是过的干预。

给孩子过的溺爱或是打骂，都是不可取的，都会对孩子的健



康成长产生坏影响。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很多
家长都没能把握好这其中的度，不是对孩子太过于溺爱使其
成人之后依然依靠父母，出现“啃老族”的现象；要么就是
对孩子经常性的打骂，使孩子得不到正常的爱与关怀，从小
养成胆怯与冷漠的性格。因此，对每个家长来说，要掌握好
分寸，既要给于爱，同时也要有适当的管教，二者兼顾才可
能友好的成效。

此外，卢梭还提出了“自然后果”法的教育方法，这对我们
的教育也是很有启发的一点。所谓“自然后果法”即是让儿
童通过亲身体验自己的错误行为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从中受
到教育，并改正错误的方法。对小儿童讲道理是没用，卢梭
说道：“小孩在答应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并未撒谎的。但
是如果他不履行诺言，情况就不同了，他就可以把诺言追溯
为一种谎言。由此可见，孩子的撒谎，完全是老师造成的，
他们想教会孩子说实话，结果却教会孩子说谎话。”

当儿童犯错误时，你给他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他当时迫于你
的权威表面上会答应你信守诺言，但由于他没认识到他所犯
的错误对他的损害，因此，这样的说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非但没有效果，而且适得其反，使儿童学会了撒谎。教育儿
童改正错误，要让他亲身体验他所犯的错误行为本身给他造
成的损害，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当儿童自己认识到他的
错误行为的后果时，他就会试着去改变他的行为。

除此之外，卢梭提出了一种以“爱为中心”的德育理论对我
们当前的德育实践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道德标准问题
上，卢梭提出了为道德而道德的行为标准，反对功利主义的
道德观。卢梭认为人生来就有一种先于一切其他欲念的自爱，
之后爱他身边的关怀他的人，继后，把这种情感导向人类，
使他对整个人类的爱，即是一种所谓的“自爱”——“爱亲
近的人”——“爱全人类”的道德教育三部曲。在德育方法
是，卢梭主张采取示范、参观、通过行动培养习惯等方法。
反观我们现阶段的德育，一方面，主张灌输式的说教，忽视



儿童道德习惯的培养；另一方面，用空洞、宽泛的道德标准
进行教育，忽视具体道德选择条件下的道德判断，让儿童没
有形成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选择。尤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诚信
缺失问题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好，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出
现危机，人们对需要帮助的人的漠视，不能不说与我们的道
德教育有巨大关系。我们对儿童的德育，首先要教会他们爱
父母，爱他周边的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继而要爱整个人
类，用这种博爱去代替那些自私的偏见，让一个儿童成为一
个真正有德行的人。

除了这些闪光的教育思想之外，他还提出了其他很多教育方
面的论述，如他强调儿童要锻炼身体，增其适应性，同时要
训练感官，发展外感觉能力，重视劳动教育等等至今对我们
的教育实践仍具有借鉴价值的思想。

总之，《爱弥儿》这部经典的教育学巨著所包含的教育思想
是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它非但没有过时，而且至今仍对
我们的教育具有启发意义，我们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仍要
从中汲取营养，用来指导我们更好地教学，真正为儿童的健
康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让儿童身心能够自由发展。
鉴于时间有限，目前就谈着几点感受，若以后有更多的时间
或机会，再继续从中获取经验。

读书笔记爱弥儿思维导图篇四

在《爱弥儿》中，卢梭关于自然教育的思想具体埃现为以下
几个观点。一、儿童天性善良美好的观点卢梭是—位性善论
者。他在《爱弥儿》中开宗明义：“出自造物主2于的东西，
都是好的，而一到人的手里，就全变坷;了。，’在他看来，。
人性的最初冲动始终是正确的，因为在人的心灵中根本没有
什么生来就有的邪恶，任何邪恶我们都能说出它是怎样和从
什么地方进入a心的。”卢梭坚信人性本善，是腐化的社会使
人丧失其天性，由善变忠的，基于这个观点，卢枝提出，教
育的任务应该使人“返回自然”.弃恶扬善.恢复其天性。他



认为，教育者的职责就是运用各种手段使jl童避力：社会的习
俗、权威、偏见的不良影响，使人的天性得到自出发展，培
养他具有高尚的品德。他主张，耍在社会之外，远离人类
文r6，在儿童灵魂的'周围“筑起一”道围墙”，在自然的环
饱中，向他们进更至应自然发展过程的“自然教育”，使儿
童萌发那与生俱来的善性，开使具躁于完善。

二、儿童的发展有一定顺序阶段的观点广梭认为儿童发展的
自然进程是有顺序的，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墅儿童的发展阶段
划分为幼儿期、儿童期、少年朗、青年期四个阶段，空壬同
的阶段，儿童发展有不同的特点，教育应适应与遵循儿童发
展予自然顺序。幼儿期(出生到两岁)是儿童发展的第一阶段，
教育的吉更e2容是体育。儿童期(三岁到十二岁)为第二阶段，
卢梭认为这是“理智的睡眠期”。因为这个阶段的儿童没有
观念，没有真正的思维和判断，只有感觉印象，所以这个时
期应主要对他们进行感官教育。少年期(十三到十五岁)为第
三阶段，卢核认为这是人类一生中能力最强的时期，智能教
育和劳动教育是这个时期的主要教育内容。青年期(1‘六到
二十岁)为第四阶段，卢棱认为这是情欲的发动期，道德教育
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内容。三、注重实物教学和活动教学的观
点卢棱认为感觉是知识的门户，把感觉经验视为发展理性的
凭借，在知识教育上极为注重从外界事物获得印象，他认为
对事物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观察之后，才能真正地了解事物的
意义和观念。他认为：除非不能把实物给儿童看，否则永远
不要以符号代替实物。他明确提出：“以世界为唯一曲书本，
以事实为唯一的教训。”他响亮地提出这样一个口号：“用
实际的实物!用实际的事物啤在强调教学直观性的同时，卢梭
还很重视让儿童在活动中学到知识。如在对儿童进行感官教
育时应给儿童提供一些活动，在活动中使儿童通过感官学会
怎样去感受、怎样去模、怎样去看和怎样去听。在选择学习
的内容时，卢核很注意趣味性和实用性，他提出：”需要抛
弃那些不适合于我们天然兴趣的东西，而且要把学习的范围
限制于我们的本能促使我们去寻求的知识”、“问题不在于



他学到的是什么样的知识，而在于他所学到的知识要有用
处”，因而卢梭反对死读书，提倡在现实生活巾探索事物的
规律，通过活动和实践来掌握真正有用的知识。四、反对体
罚但注重自然后果的观点封建社会对儿童做错的事或犯下的
错误往往采取惩罚的方法来恐吓、威胁儿童。卢校对这种惩
罚的方法很不满，认为违犯了自然教育的原则。卢梭认
为：“我们不能为了惩罚孩子而惩罚孩子，应当使他们觉得
这些惩罚正是他们不良行为的自然后果”，按照“白然后
果”的原则，如果发现孩子有冒失的行为，则我们“只需让
他碰到一些有形的障碍或受到有他们行为本身产生的惩罚，
就可以加以制止;这些惩罚，他是随时都记得的，所以，无需
你禁止，也能预防他顽皮捣乱”。例如当儿童打破他房间的
宙子时，我们就让他昼夜都受风吹，即或他伤风也不要怕，
因为宁可让他着凉，不可让他发疯，使他从行为自身产生的
惩罚中得到教训。最后，当他不接受教训，继续去打破窗子
时，我们就干脆把他关在一间没有宙子的黑房间里，直到他
在这里感到心烦，并能记取这个教训后才向他订约，以保证
不再打破亩子为条件，恢复他的自由。卢梭认为这样做，并
不是对儿童的惩罚，而是他的过失的“自然后果”。

读书笔记爱弥儿思维导图篇五

《爱弥儿》是卢梭在著名的教育著作，是世界教育史上的重
要文献。它是卢梭苦心撰写3年才完成的，发表于1762年是一
本小说半论文体形式的著作。全书共5卷，以一个出身显贵的
男孩爱弥尔的教育培养为线索，全面揭露了当时封建教育的
荒谬和丑恶，设计出了顺应自然和发展儿童天性的.理想教育
蓝图。

他认为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要求，顺应人的天
性，反对成人不顾儿童的特点，按传统偏见强制儿童接受违
反自然的教育，干涉和限制儿童的自由和发展。他认为教育
的目的在于培养自然人。卢梭所憧憬的自然人是身体强壮、
心智发达而又感情丰富，能爱能仁的人，是封建政权的掘墓



人。他认为当时的封建教育把人的身心桎梏得无法自然发展
了，使人屈服成为现有制度和风尚的牺牲品。

卢梭认为人们生而缺乏的，又是成年以后所需要的一切都是
教育的结果。而这种教育来源有三个方面，即来自自然的，
来自周围的和外界的事物。我们的本能和器官的内在发展，
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
我们对影响我们事物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当三
种教育的方向一致时，有能够圆满地配合时，儿童才能受到
良好的教育三者之中，自然教育是完全不能由我们决定的，
事物教育只是某些方面才能够由我们决定，人的教育时光全
由我们控制。因此上，卢梭要求后两种教育必须同“自然教
育”配合起来，按照儿童自然发展的要求和顺序去进行教育。
他说“大自然希望儿童珍视短暂的童年生活，关心儿童的游
戏，允许儿童充分地进行自由活动，而不应强制儿童像苦役
似的不断读书。卢梭从观念和先天道德出发重视教育的作用
并要求教育遵循儿童天性，考虑自然的教育必须是自由的教
育，因为人的最重要的自然权利是自由，所以自然教育必须
保护儿童善良的个性，使其身心得到自由的发展。他坚决反
对压制儿童的个性，束缚儿童的自由，强迫服从，强制灌输，
严酷纪律和体罚等封建的经院主义的教育。

读书笔记爱弥儿思维导图篇六

最近看了卢梭的《爱弥儿》，感受颇深。尤其卢梭在书中提
出的观点”要按照儿童的天性地然地开展“，让我一直难以
忘怀。

《爱弥儿》是一部关于教育学说的名著。此书主要表达了虚
构的贵族子弟爱弥儿从出生到成年各个时期的生理心理特征，
成长过程和教育方法，形象生动，是现代教育艺术的理论杰
作。

卢梭认为教育遵循自然，顺应孩子的天性，不要对孩子横加



干预，把成人的思维强加在孩子身上。如今年轻的家长们切
身感受到社会日趋剧烈的竞争，唯恐自己的孩子会输在起跑
线上，以致于将来被社会淘汰。于是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
风，陪伴着孩子穿梭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器乐、美术、舞蹈、
英语之间，肆意侵占了孩子们的玩耍的时间，丝毫没有考虑
孩子的想法。

应该让孩子自由自在地成长。而社会对孩子任何的干预，都
会使孩子觉得不自由，不平等，甚至产生罪恶；任何违犯自
然的教育方式，都会导致孩子的畸形开展，产生严重的`后果。
儿童并不是可以任意塑造和填充的容器，不是白板，而是有
其固定法那么的”自然的存在“。

我们在教育生活中，应把儿童当作活生生的人来进展教育，
任何违犯学生身心开展规律的教学，都是不人道的，不可能
长时间存在。”一切出于自然的创造者皆好，一经人手却变
坏了。“因此，卢梭竭力主张：在儿童的理解力尚未兴旺之
前，要让儿童远离社会，回归自然，到自然环境中去看、去
听，不承受世俗的影响。让他们自由地奔跑，尽情地哭笑打
闹。回归自然，让孩子采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这样
培养出来的才是有灵性有个性的孩子。而反思我们的教育，
夜深人静时，我感觉好似是在培养应付考试的机器。

因此，卢梭的《爱弥儿》给教学提供了很多的引导。对于老
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然教育观的重要性，充分挖掘学生
的天赋，让学生的心贴近自然，让他们在自由的空气中成长。

在平时的教学当中应更加注重少年儿童思想情操的陶冶，要
积极引导鼓励学生到大自然中去体验自然美，锻炼学生们独
立生活的才能，培养他们克制困难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并使
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在更大的意义上促进学生的全
面开展，主动开展。

我相信：只要努力，过一种幸福完好的教育生活，一定不会



遥远。

读书笔记爱弥儿思维导图篇七

第一个准则：孩子不仅没有多余的力量，而且还没有足够的
力量满足自然对他们的所有要求。因此，我们必须让孩子有
机会使用自然赋予他们的以及他们不能滥用的一切力量。
（家长在适当时候帮助孩子搭建帮助成长的脚手架）

第二个准则：至于与生理需要有关的一切，我们应当帮助他
们，并弥补他们在智力或体力方面的不足。（帮助孩子建立
规律的作息）

第三个准则：我们给予孩子的帮助应该限于真正有用的事情，
不能因为突发奇想或没来由的欲望就给予任何东西，因为突
发奇想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只要它不被唤醒就不会让孩子痛
苦。（不要在物质上无条件满足）

这些准则的精神就是给予孩子更多真正的自由，让他们不那
么专横傲慢；让他们多为自己做事，少要求别人。这样，人
一开始就让他们习惯于将欲望控制在自己的力量之内，他们
就几乎不会感受到失去力量掌控之外的任何东西的痛苦。

过度放纵会激发人的欲望，从长远来看还会损伤身体。禁食
与苦修则往往会以相反的方式产生同样的结果。身体越虚弱，
其要求就越迫切；身体越强壮，就越能听从精神的支配。所
有的感官欲望都会在虚弱的身体中找到栖身之所。虚弱的身
体得到的满足越少，感受到的欲望就越多。

在经常锻炼、受得住劳累和经常干活的那些人当中，几乎可
以找到所有长寿的例子。这会成为我实践中最基本的一部分。

让孩子适当遭受痛苦对他的成长是有益的：我不仅不会努力
防止爱弥儿伤到他自己，而且如果他从来都没有让自己受过



伤，如果他长大了却不知道痛苦为何物，我还会因此担心的。
遭受痛苦，是他必须学习的第一件事，也是他最有必要知道
的事。

要享受至善至美，人就要体验一些微小的痛苦，这就是人的
本性。如果身体太过舒适了，精神就会堕落。对苦难一无所
知的人，将不会感受到人性的亲切、仁慈的温情，也不会感
受到同情的美好。

体力的强壮是智力发展的基础：只有他的体力超过了他自己
保持生存所需的力量，他才会形成推测的能力，能够把这份
多余的体力用作别的目的。因此，如果你想要培养你学生的
智力，那就先培养智力所支配的体力。不断地锻炼他的身体，
让他变得强壮和健康，这样才能让他变得聪明又通情达理。
让他干活，让他做事，让他跑，让他叫，让他总是忙个不停，
把他造就成一个体力充沛的人，然后他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有
理性的人。

每天保证孩子的活动量，不让他体力过剩：要让他感受到他
的行动和你的行动中有同样的自由。要正好在他需要体力的
时候，为他补充缺乏的体力，以让他刚好能自由行事，但不
能把他的体力补充到让他专横跋扈。

顺从却又不娇惯：只要孩子发现大人的抵制只存在于事情之
中，且他们的意愿从没有受到阻抗，那他们既不会变得叛逆，
也不会愤怒，而且他们能更好地保持身体健康。

一个人必须始终注意，顺从孩子与不阻挠孩子之间有很大的
区别。他们自己的弱小起初是依赖感的来源，后来却产生了
要当“小皇帝”和支配别人的概念。但是这种概念更多地是
我们的服务，而不是他们的需求唤醒的。

所有的邪恶都源自软弱。孩子之所以顽劣，只是因为他很弱
小，如果让他变得强大起来，他就会变好。孩子在活动中受



的约束越少，他们哭得就越少，人们对孩子的眼泪就不会感
到那么厌烦，也就不会费那么大的劲让他们保持安静。

如何避免孩子养成想要什么就哭闹的习惯：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应该立即帮助他，一秒钟都不要拖延。但是如果你不能
消除他的痛苦，那就待着不动，而且不要通过抚慰他的办法
让他高兴。你的爱抚不会治愈他的肚子痛，但是他会记住要
赢得你的疼爱应该怎么做。一旦他发现了如何随意引起你的
关注，他就成了你的主人，那么一切就都毁了。

要纠正或防止这个习惯的唯一办法就是置之不理。没人喜欢
做无用功和白费力气，就连婴孩也不喜欢。他们在开始尝试
的时候非常顽固，但是如果你坚定不移的态度超过他们的顽
固程度，那他们就会放弃。（原则问题绝不退让）

你知道让你的孩子变得非常悲惨最可靠的方法是什么吗？

让他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因为他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会让他
觉得生活安逸，他的欲望会随之日益增长，早晚有一天你将
不得不拒绝他的要求，而这样的拒绝完全出乎孩子的意料之
外，会比得不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更加让他受伤。

让孩子真正快乐的方法：缩减欲望，让能力和意念平衡：我
们不能扩展现实的世界，那就让我们缩小想象的世界，因为
单单是它们之间的差距就会导致所有的痛苦，让我们感到真
的不开心。

真正的快乐在于缩减超过我们才能的那些欲望，在于让能力
和意念进入完美的平衡状态。只有所有力量都得到运用，人
的心灵才能保持平和，人才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井然有序。

如果我们没有因为自己的过失损害孩子的意志，他们不会随
心所欲、任性多变地想要任何东西。他们的所有活动都是因
为他们的体质本身要日益增强所需要的。我们应当提防他去



做他力所不能及和必须别人代替他做的事情。

读书笔记爱弥儿思维导图篇八

在卢梭的.教育思想中，我找到了一些感兴趣的话题：

1、婴儿的襁褓是否必要，应该怎样对待一个“任人宰割”的
孩子呢？要顺应孩子自然的发展，不能把它绑的一动不能动。
要让它能自由活动。

2、怎样对待孩子的哭？不能让他最后养成用哭来命令你做事。
这样易养成孩子从婴孩期的任性。

“当婴孩一声不响地使劲伸手拿东西的时候，因为他不能估
计他同他想拿的东西之间的距离，他以为他是够得着那个东
西的，他的想法当然是错了；但是，当他一边又在闹又在哭，
一边又伸手的时候，那不是他弄错了距离而是在命令那个东
西到他手里去，或者命令你拿给他。在前一种情况，你应该
一步一步的把他抱到他想要的东西那里；在第二种情况你不
但应该假装没听见，而且，他哭的越凶，你应该越不理他。
必须趁早是他养成不命令人的习惯。”这一点我觉得卢梭太
狠心了，一定要在那么小的时候折磨他么？即使再长大一些，
也可以使他改掉命令人的习惯的。

3、在给孩子东西时应该怎样？如果打算给，就要高高兴兴的
给，不要等他提出什么条件或者想你乞求，而不给就要明白
的拒绝，一经拒绝就不能加以改变，否则他还不死心。

4、教育的时机。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也许套用孔子的教
育“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合适一些。但是老师要为学生创
造思考的情境。

5、对待孩子感到好奇的事情，是趁早讲明还是拿一些小小的
事情敷衍过去呢？比如，小孩子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孩子



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时候可以采取不撒谎而又不难为情的回
答方式，比喻糙一点没关系，只要道理讲明白就行，不过书
中那位母亲的回答还有一个问隐忧，如果孩子是屙出来的，
孩子会问为什么有的人屙不出来呢？呵呵，小孩子就喜欢打
破砂锅问到底的。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可以先拒绝告诉他，并
且让他知道这个问题妈妈先帮他记下了，等到他可以知道的
时候，再告诉他原因。

6、男女平等的问题。这也是个大问题。而可恶的是，卢梭居
然认为，男女应该各司其责，这让我想到了封建社会的男主
外女主内的时代。虽然他很有理由的说这是因为男女在生理
基础上的不同造成的，但是他也不能认为女性这么不如男啊！
在女子教育上，我一直觉得，卢梭是以小人之心度女子之腹。
幸好现代是男女平等的教育，我就不罗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