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想看到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大人，

先必須曾好好扮過一個小孩。

— 瑪莉亞‧蒙特梭利



這裡不只是一所學校，更是由一群充滿愛
心的父母與老師為鼓勵孩子發展最大潛能
而共同建構的成長學園。所有的活動課程
均致力於達成蒙特梭利的教育理想。期使
孩子擁有一顆明辨自信之心，能在明日社
會堅強而不隨波逐流，並開創美好的社會
遠景。

— 瑪莉亞‧‧蒙特梭利「新世界的教育」



台北蒙特梭利幼稚園精神

1觀察孩子，了解孩子，追隨孩子。

2用心為孩子布置一個豐富成長的學習環境。

3讓孩子在積極互動的環境中，學習自由的真諦。

4孩子因擁有自由而自律；因自律而獲得無限自由

5充實語文與文化教育，逐步建立孩子對社會、國家、世界之使命感。

6以一顆平等包容的心，尊重與接納每一個人，和平處世。

7以開放的心胸，維持良好的溝通，以排除困難解決問題。

8持續個人成長，以適應日新月異的社會。

9不斷提升教學品質，落實本土文化，以保持卓越領導地位。

10珍惜地球資源，謙卑面對自然宇宙。

—「引導」是老師的第一任務；「成長」是孩子唯一工作



人類必須建立自我，最後控制自我以及引
導自我。

—瑪麗亞‧‧蒙特梭利

‧



蒙特梭利認為，兒童期有以下的共同特質

◼ 所有孩子都具有「吸收性心智」〈absorbent   

minds〉。

◼ 所有孩子都將經歷「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 〉。

◼ 所有孩子都渴望學習。

◼ 所有孩子都透過遊戲／工作來學習。

◼ 所有孩子都會經歷發展的數個階段。

◼ 所有孩子都希望能獨立自主。



蒙特梭利特別舉出「敏感期」有六個方向

◼ 秩序的敏感期

◼ 語言的敏感期

◼ 走路的敏感期

◼ 社會行為的敏感期

◼ 注意小東西的敏感期

◼ 透過感官學習的敏感期



由遊戲中學習

一般人認為當成人在玩遊戲的時候，「遊

戲」代表著參與一項需要體能、心智技巧，

或是使用樂器的活動。而當孩子在玩的時

候，通常被認為「遊戲」是不需要太認真

的活動。但根據對孩子遊戲的研究結果顯

示並非如此。



◼ 對孩子而言，遊戲是一項歡愉的、隨意的、

有目的的及自主的選擇活動。它也是創造

性的活動，能幫助解決問題，並學習新的

語言、新的社會及體能技巧。



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出生至六歲

第二階段：六至十二歲

第三階段：十二歲至十八歲

請記住，即使是在同一家庭裡，也沒有兩

個孩子是相同的。每一個孩子都是獨特的，

並且照著自己與生俱來的藍圖發展。



蒙特梭利教學法的主要目標

◼幫助孩子發展獨特的人格

◼幫助孩子的社會適應及情緒調適，使

其身心健全發展

◼幫助孩子的智能能夠完全發揮



兒童內在重要的創造力與周圍情境的互動

軟弱的個性強硬的個性

貧乏的互動 良好的互動 貧乏的互動

1.協調性差

2.情緒不穩

3.過度想像

4.吵鬧、干擾他人

5.佔有慾強、自私

6.不服從

7.無法專注

8.具攻擊性

9.自律性弱

10.對他人不友善

出現問題行為

強硬

1.喜愛秩序

2.喜愛工作

3.面對現實

4.喜愛安靜及獨自工作

5.不會佔有

6.順從

7.專心

8.展現獨立、進取

9.自律

10.充滿喜樂

正常化兒童

和諧一致

1.懶散

2.遊手好閒、無聊

3.表現害怕

4.總是期待他人幫助

5.經常偷竊

6.因害怕而服從

7.無法專注

8.黏人、被動

9.自律性弱

10.哭鬧、做惡夢、害怕黑暗

出現問題行為

軟弱



父母的角色

◼範圍內允許孩子有最大的自由

◼尊重孩子的個別性

◼不要將自己的意志、個性強加在孩子

身上



真正的管教並不在於讓孩子聽令行事、

準時上床睡覺、自己收玩具；而是在於

能幫助孩子獨立成長，學習尊重他人，

以及掌握自己的命運。真正的管教是讓

孩子更瞭解自己，進而能自我控制。



只有溫暖及接納的環境才能培養出有教

養，能夠自律的孩子；孩子喜歡成人尊

重他、包容他，並且多花時間讓他了解

其行為的準則及原因。



蒙特梭利對獎勵及懲罰的觀點，也與她

鼓勵孩子自律的理念相關。她認為，成

人應多獎勵孩子，但不應該以禮物作為

獎勵的條件；因為這會誘使孩子為了禮

物才去做事，而不是為了享受活動本身

的樂趣才自動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