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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成人也不要自信自己施与儿童的一切均是有益的。即使只说我们指向儿童的行为动机，谁又敢说自己没有对

儿童发过无名火、做过莽撞的事？当然，绝大多数时候，当我们面对儿童的时候，油然而生的还是呵护、怜惜、感动、帮助

以及成就他们的进步、着眼于他们的成长。作为教育者，我们会真诚地把人类的、连同我们自己的经验奉献给儿童，并

能从儿童的快乐和发展中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为了让儿童在当下能度过幸福的童年以及在未来能拥有幸福的人生，我

们很可能会自觉修炼，从先辈的智慧中汲取影响，最不济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教育作为做到最好，以使儿童能

因我们而受惠。然而，却很少有人会想到，儿童自己尤其是他们的存在状态，就是我们教育者最好的参考书。
我说儿童是教育者最好的参考书，并不是在现代文化背景下对儿童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尊重，而是真切意识到，在

儿童的存在状态中，既有认知和人格两个维度上的最好品质，也有这两个维度上最不堪的倾向。我们可以发现，真诚与

虚伪、自恋与无私、友善与好斗、好思与贪玩、灵活与固执、乖巧与放肆、温和与霸道、柔弱与勇敢，都能够在儿童那里毫

无虚饰地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儿童就像是一幅逼真而完整的人性画卷，又像是一本通俗而丰富的人性绘本。在其中，

我们既可以发现人的希望和乐观的理由，也可以意会人的局限和悲观的依据。其实，儿童就是成人的镜鉴。一切原始

的、鲜活的和未加修饰的人性要素，都能在儿童的存在中随时看到。然而，有一个事实无法否认，即曾经是儿童的成人，

并不会因自己曾有儿童的经历而熟知儿童的本性，因而他们必须回过头来凝视当下的儿童，才能找寻到完全的自己。
那么，同样是成人的教育者呢？当我们满怀自信和热诚走向儿童的时候，可曾想过我们的自信究竟来自哪里？

我猜测自信的教育者多半依托了文化赐给他们的权威，也许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会自认为从关于儿童的文学、哲
学和科学文献中掌握了儿童的秘密。但我敢说极少有人能把儿童真的当做一本宝书去读，因而我们对于儿童的理解要

么是片面的，要么就是一知半解，否则，就不会出现与儿童的疏离、对抗甚至冲突了。我真的时常听到学校的老师和普

通的家长说他们真理解不了现在的孩子，并创造性地把他们不理解的儿童现象归咎于家庭或者社会，唯独没有意识到

根本的原因在于自己的健忘。他们也许以为自己的童年即使有瑕疵，整体上也是完美的，却不知他们不理解的一切，都

曾经完整地发生在曾经是儿童的自己身上。所以，如果教育者还坚持教育儿童需要从了解儿童开始，那就先搁置自己

的自信，放下手中正在阅读的儿童研究文献，只带着教育热诚走向儿童。一定要相信儿童自己是一切关于儿童论述的

原始文献，从儿童那里我们会真切地反观到我们在教育中的机智与蹩脚。
我曾以理论的方式关注过儿童的命运，力图为关于儿童的知识有所贡献，但结局却是作为成人的自己的觉醒。走

进历史，我分明看到不同时代、不同肤色的儿童被成人规训，看到他们懵懵懂懂地在某个历史阶段被成人解放。尽管我

知道，无论是在让儿童委屈的规训中还是在让儿童舒展的解放中，均饱含着来自成人世界的关怀、责任和理想，但仍然

不能隐讳“被动”总是儿童存在状态的基调。理性地看，儿童在教育结构中只能是被动的，因为儿童毕竟是未成熟的、发
展中的人，成人世界如果放任了他们，倒是一种野蛮与失责。正因此，我能充分地理解从古至今的教育章法，无论内含

了权威还是洋溢着理解，都应属于成人履行自己责任的不同风格。不管我们多么爱怜和尊重儿童，只要启动了教育，就

必然要对他们实施干预。即使作为干预的教育必然是善意的，也无法改变儿童在成长阶段的被动地位。未来漫长的人

生只能由今天的儿童亦即未来的成人自己主宰，那当下的被动又何尝不是一个人完整人生的有机构成呢？

把儿童作为教育者的参考书，实质上是从儿童那里学习到教育儿童的方法。之所以这样说的理由有二：其一，儿童

会毫无遮掩地表现出他们的喜、怒、哀、乐、惧等情绪，教育者有条件对儿童情绪表现进行归因，进而可以思索和构想使

儿童拥有必要的积极情绪、远离不必要的消极情绪的方略；其二，儿童的积极情绪可以自然激发出教育者的热诚，而他

们的消极情绪在有教育情怀的教育者那里，也可以是引发同情、怜惜与扶助的诱因。这样的思考还多少有些功利的和

技术主义的影子，但在此之外，如果教育者能够联想到许多优秀的认知和思维品质会随着儿童的成长而渐渐消失，即

可意会到自己教育方法改良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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