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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是一种提倡“以人

为中心”的人格理论,卡尔·罗杰

斯（CarI R·Rogers）是美国人本

主义心理学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之一，也是非指导式咨询和以人

为中心疗法的创建者。在教育领

域罗杰斯基于心理治疗的理论和

原则，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他把

心理咨询中的“非指导性”方法移

植到了教育中，倡导以学生为中

心的全人性化教育，引起了世界

性的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在他

的这些教育思想中，有许多都是

对传统教育思想的批评，是切合

教育的本质和规律的，对于今天

我国的和谐社会构建，尤其是创

造性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借鉴意

义。
一、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教育

思想

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

主要体现在教育目标、教学观、学
习观上。这些观点都是他的心理

咨询原则在教育领域中的延伸。
（一）教育目标

罗杰斯和马斯洛一样，从成

长假设出发，把自我实现视为教

育的根本目标。他认为教育的目

的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明

确提出培养目标应该是使学生成

为“学会如何学的人”、“学会如何

适应变化的人”，从而成为能适应

社会要求的“充分发挥作用”的
人。因此，促进人的“自我实现”,
以培养具有“完善人格”的人是罗

杰斯所追求的教育目标。
（二）教学观

罗杰斯的教学观主要体现为

“以学生为中心”的“非指导性”教
学模式。罗杰斯批评传统教学只

重视知识的传授，师生是绝对的

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损害了学生

的创造力，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

复制教师的思想，难以适应社会

的变化。他主张，教学“以学习者

为中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

主体。学什么，怎样学，学得怎么

样，都应由学习者自由讨论决定。
“非指导性”教学的要旨在于,学
生通过自我反省活动及情感体

验, 在融洽的心理气氛中自由地

表现自我、认识自我,最后达到改

变自我,实现自我。该教学模式把

学生从被动的位置提到了主动的

位置，让他们参与到学习的整个

过程中，包括学习材料的选取、学
习的设计等。他倡导的是一种重

视情感体验和交流的个别化的教

学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班级教学带来的弊端。
（三）学习观

罗杰斯认为，学习不是刺激

反应间的机械联接，而是一个有

意义的心理过程。学习可以分为

两类，一类是无意义学习，另一类

是意义学习。所谓意义学习，是

指学生自主、自觉的学习。这种

学习的核心是学生直接参与学习

过程，即参与学习目的、学习内

容、学习结果评价的决策。学生

要有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

学习的自由，同时，意义学习还必

须让学生体验到学习对于他们个

人的意义。因此他倡导“自发学

习”和“自由学习”。学习是一种

经验学习, 它以学生经验的生长

为中心, 以学生的自发性与主动

性为学习动力。
二、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对幼

儿教育的启示

（一）对儿童无条件积极关注

怎样才能成为机能完善的人

呢？罗杰斯认为儿童要有一个无

条件积极关注的成长环境。多数

的人都是在有条件的积极关注环

境中长大的。小时候，我们的父

母或监护人会给我们爱和支持，

但这些都不是无条件的。在儿童

社会化过程中，如果他做某些事

符合了父母的愿望，他就有可能

享受到积极看待的体验，否则父

母就会收回他们的爱。孩子们渐

渐懂得了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

该做。
这种有条件的积极关注结果

就是，孩子们渐渐抛弃他们自己

的真实感情和愿望，而只是接受

罗
杰
斯
人
本
主
义
教
育
思
想

及
对
幼
儿
教
育
的
启
示

■
辽
宁
师
范
大
学
教
育
学
院

谢

晶

16



视点

SHIDIAN幼教天地

父母赞许的那一部分自我。他们

拒绝自己的弱点和错误，最终会

变得越来越不了解自己，而且在

将来越来越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善

的人。那我们就应该给儿童无条

件的积极关注，要让他们知道自

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被爱和被接

受的。但对孩子错误的行为父母

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如果孩子

做了一件错事，父母采取诚恳的

态度，一方面适当指出孩子行为

的错误，表明父母对此采取的批

评态度，同时又让孩子感觉到父

母并不会为此而贬低他，不再爱

他。应该和孩子多交流，让他们体

会到是他的行为不可爱，而不是

他本人。这样儿童既克服了自己

的不良行为，又保持了他的自我。
（二）和儿童平等相处，注重

情感教育

孩子生活在一个健康和谐的

环境中才会成长为人格健全的

人，家长要营造平等温馨的家庭

氛围。听取孩子的合理要求和建

议,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不要把

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孩子头上,不
要勉强孩子去做不感兴趣的事

情,不要代替孩子思考。只有从孩

子的角度出发看问题, 才能算得

上是和孩子平等相处, 才能真正

做到对孩子的尊重。幼儿教师也

要维持师生之间的平等、朋友式

的关系，要营造好的课堂氛围。
像有些人指出的那样, 蹲下身来

和孩子一起来看这个世界。这时,
我们会发现, 世界在成人的眼中

和孩子的眼中是不一样的。
父母与教师要让儿童体会到

良好的心理氛围在潜移默化中进

行情感教育，如果想成为儿童人

格发展的“促进者”，就应该：1 .真
诚。要求成人和孩子之间以诚相

待，他们都应该将自己的真实想

法、情感坦露出来，去掉一切假面

具或保护性面纱。只有这样，才

能促使儿童获得真实的自我意识

和对他人的理解，可以帮他们将

自己的内在情感敞开，这就达成

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有益交流和

相互促进。2. 接受。有时也称信

任、奖赏，要求教育者能够完全接

受儿童碰到某一问题时表露出来

的畏惧和犹豫，必须对儿童有根

本的信任和认可。但接受不等于

赞同或同意，而是承认儿童的思

想和情感在他自己的立场上有存

在的权利和理由，教育者尊重儿

童的思想、情感，才可能同孩子一

起分享与体验他们的思想和情

感。3.移情。在人本主义教育者看

来，移情是一种从儿童的角度去

揣摩他们的思想、情感及对世界

的看法和态度。不是用教育者自

己的标准及主观的臆断来“框套”
儿童，而是对儿童的思想、看法表

示理解和尊重，尽管孩子的想法

有时是肤浅的、不成熟的，但这对

于他们而言已经足够了。
（三）让孩子自主学习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认为教育

是培养健全的人格，而不是分数。
它追求的教育目标，不是知识渊

博的人，而是知情合一的人。教

育者不要强迫幼儿学习枯燥无

味、单一、毫无兴趣的知识。幼儿

的好奇心很强，有很多要探索的

知识，教育者的任务应是根据生

活情境及时对幼儿提出有质量的

问题，引导他们去发现问题、思考

问题。创造各种学习条件，为幼

儿提供学习资源，丰富幼儿知识，

如阅读、走进自然、创造性游戏

等。避免教育呆板，鼓励受教育

者积极探索，最大限度地挖掘幼

儿的学习潜能，使他们的学习尽

量赋有个人意义，主动活泼地进

行学习，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四）避免过度的赏识教育

人本主义思想过分地强调

“自我”和“自我实现””，强调个体

的重要性及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若一味地对孩子满足，放任孩子

自由发展，过分的“以儿童为中

心”会导致儿童的不良人格。现在

家长只要孩子完成了一件事就表

扬孩子或满足孩子的要求，但慢

慢发现孩子在做完事之后，如果

没有得到表扬他就会非常失望地

说：“妈妈，你不喜欢我了？”赏识

教育过度的孩子在做事的时候往

往倾向于过分依赖外界表扬，而

缺乏自身主动性，一路赞歌对孩

子发展有消极影响是肯定的。所

以赏识教育要适度，应注意表扬

不能太频繁，着重表扬那些经过

努力之后获得的成功，表扬时不

要与他人比较，贬低他人。还应该

考虑孩子的个性特点，对于太外

向、爱表现的孩子应该少用赏识

教育。
总 之 , 人 本 主 义 心 理 学 家

提醒我们 :要爱护孩子、尊重孩

子 ,无条件地关注他们、倾听他

们、理解他们 ,给孩子一片自由

呼吸的天空,让他们纯真的心灵

在浓浓爱意中得以健康的发展。
父母和教师在幼儿教育的过程

中渗透人本主义的思想，运用适

当的方法，一定会培养出健全人

格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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