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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子女新招數  蒙特梭利教學法 

 

源於 20 世紀的「蒙特梭利教學法」，目的是讓幼兒在不需要成人的協助下自我教育，成為求知慾強烈的學生。  

 
兒童無限的創辦人邱振明說︰「我們不能用成人的角度判斷孩子的行為，應相信他們具挑選的能力，才可以引

導發揮孩子的潛能。」  

 
Christine 有兩名子女，大兒子 1 歲半便可以辨別走過的路程，可以從家裡走到附近的地鐵站。她說︰「不要

看輕孩子，許多時候他們有自己的想法，只要大人稍加輔助，尌可以完成我們認為『不可能的任務』。」  

 
稍有空閒，她便會帶兒女往沙灘、乘地鐵，全部由兒女選擇所愛。「只要讓孩子感到有安全感，他們便會主動

探索。」  

 
任孩子隨心想 自發學習  

營造自由學習的氣氛，盡可能不干預孩子的思考。  

教學法曾讓貧民窟子弟遠離街頭，引入香港源於親身經歷。  

 
啟發孩子自學能力  

如何啟發孩子的自學能力？不少家長都在尋求答案，希望為子女的長遠發展尋找出路。兒童無限創辦人邱振明

引入了源於 20 世紀的「蒙特梭利教學法」，目的是讓孩子自出娘胎後便能自學。  

 
「『蒙特梭利教學法』是利用井然有序、自然優美的教室，配合完整有系統的教具，營造自由的氣氛，讓小孩

能夠從中感受紀律和秩序，從而達到學習的目標。」  

 
邱振明指出，教師身處其中，只會作示範、引導及適當的干預。「尌像搭建一間屋的模型，老師會奠下基礎，

再由孩子自行完成，盡可能不干預孩子的思考。孩子遇有問題時，老師會作適當引導，讓他們可以獨立思考，

自由探索四周的事物，最終完成目標。」  

 
源於貧民窟的教學法  

「蒙特梭利教學法」是由意大利教育家瑪利亞〃蒙特梭利博士（1870-1952）創立。她根據自己觀察孩子的

「自發性」行為，特別為孩子們設計教具和設施，讓幼兒在毋須成人的協助下自我教育，結果讓羅馬貧民窟的

窮人子弟遠離街頭，並成為求知慾強烈的學生。  

 
兒童無限是香港首間開辦「蒙特梭利教學法」課程的機構，創辦人之一邱振明曾為新聞主播，創業源於個人親

身經歷。「太太準備生第一個孩子的時候，我便閱讀許多教育法的書籍，覺得這套教學法最適合小孩的自然發

展。修畢課程後，生意夥伴對我說，香港人可以為寵物上課學習，卻沒有人教家長照顧小朋友，於是兩年前我

們開始創業。」  

 
童心教育孩子 適當引導  

不能用成人角度作判斷，應相信孩子懂得挑選有益行為。  

教材並非培訓的重心，只用作適當引導發揮孩子潛能。  

 
不用成人角度判斷  

邱振明表示，「蒙特梭利教學法」很重要的部分，尌是要人們

避免用成人角度，為孩子作出判斷。「例如『玩水』，傳統告

訴我們，孩子玩水等於調皮，成人因而有既定的想法。然而，

原來玩水是孩子的愛好，能夠讓他們感覺祥和，正如成人喜歡

做 SPA 一樣。」  

 
與傳統教育不同，邱振明說首要打破家長固有的思考模式。

「如看見一個茶壺和一隻杯，即使是 1、2 歲的小孩，也會嘗試

將水倒進杯中。開始時可能不夠準確，但他們仍會不斷倒水，

直至完成為止。父母多以為孩子在『玩水』，若出手阻止，便

會令孩子錯過練習手眼協調等技巧和學習獨立。」  

 
邱振明指出，孩子在 6 歲之前的學習過程，對訓練其心理質素有關鍵性影響，若處理得宜，將來學習也較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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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除了為孩子舉辦課程外，他們也為家長進行培訓，希望讓家長更明白「蒙特梭利教學法」的目標，同時相

信孩子會作出對自己有益的行為。  

 
家長、老師比教具更重要  

邱振明強調，指導孩子學習，最重要並不是書本或教具，而是家長及老師。「香港有許多學校買了教具，校內

的老師卻未接受培訓。貧窮落後的地方，如非洲，教具是自己創造的。教具是需要因應小朋友的情況和地區文

化作出變更。」他以香港為例，如以利是封作教具，既可學習單數、雙數、乘數等概念，同時亦具中國文化特

色。  

 
「老師設計教案時，注重與孩子的互動，避免向孩子『Say No』，並適當地介入及示範，引導孩子如何學習，

才可以發揮孩子最大的潛能及創意。」兒童無限除了有兩名創辦人曾到外國接受培訓外，香港內部也進行 500

至 1,000 小時的培訓，以達到國際牌照的標準，而在外國從事「蒙特梭利教學法」的人士，更需要具大學畢業

的程度。  

 
從旁協助 助孩童自由探索  

單從父母角度考慮孩子，會妨礙他們的成長。  

放棄傳統教小朋友的方法，並讓孩子選擇喜歡走的路。  

 
港童乏自主性  

作為兩名小孩的媽媽，Christine 參加了 8 小時的家長班培訓，才發覺教育孩子有新的方法。「我發覺原來以

往我們為孩子安排了一切，這只是從媽媽或爸爸的角度出發，未必是小朋友的意願，此舉只會妨礙小朋友的成

長。我希望他們能有愉快的童年，所以便嘗試讓他們決定自己的取向。」  

 
「若他們能做喜歡的事，便不容易吵鬧，家長也會更開心。與外國比較，香港教育制度已經過時。如瑞典、加

拿大等地的小朋友，自小便很獨立，香港的小孩即使到了中學選科，也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如何。」雖然

Christine 在香港科技大學修畢 MBA 課程，但其實心底裡最想讀幼兒教育，因此她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夠選擇個

人的發展路向。  

 
培養孩子獨立個性  

「我去年 9 月開始學習這門學問，當時大兒子 1 歲半，我放棄以往教小朋友的方法，讓他自己走喜歡的路。

有個星期天早上，大兒子沿着平常走過的路，從家裡走到附近的地鐵站，我與丈夫只在旁協助。他從天橋走下

梯級時稍有停頓，平常 10 分鐘的路程，他足足用了 40 分鐘才走到地鐵站。導師說，栽培孩子最貴的部分是

時間，用金錢是買不到的，必須要有耐性。」Christine 說，看到兒子能夠獨立走完前往地鐵站的路段，只感

到很驚訝，也打從那時候開始，讓兒子選擇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活動。  

 
「我曾經讓孩子帶領我乘搭地鐵，又曾經讓他在家裡『倒後行』，當他不小心碰到桌子而感到痛楚後，下一次

他倒後行走時，便自然會更小心。我讓他自由探索，讓他探索自己的方向及空間感。我可以肯定地說，他是知

道自己想怎樣的，只要我讓他感到有安全感，如在旁加以協助，他尌會主動探索。」  

 
從錯誤中學習 獨立自主  

孩子能從錯誤中學習，讓他們自行挑選所愛。  

孩子喜歡模仿成人，也愛從同輩身上學習。  

 
尊重小朋友的選擇  

Christine 說，孩子能夠從錯誤中學習。比如一般小孩跌倒，家長會抱着呵護，但她會向兒子形容跌倒，讓他

自己多加注意，日後便可以由自己解決相同的問題。「兒子今年兩歲多，已懂得刷牙、用毛巾擦臉；選擇衣服

時，因為年紀太小，我會因應天氣狀況拿兩件衣服讓他自己選擇，從中培養他的品味及審美眼光。」  

 

「再如孩子飲奶方面，最自然的是全人奶餵哺，但有時候我們為了方便自己，卻放棄了最原始的方法，改為沖

奶或用奶嘴。」Christine 每星期都帶兒女外出，經常帶他們前往沙灘，兒子喜歡玩沙，女兒則愛聽海浪聲。  

 
「父母最初並不贊成我這樣做，因為這樣只會加重我的負擔，但當他們看到兩歲多的外孫兒，已經可以自行進

食，不用旁人協助時，便十分支持。他們更一同上課，加深認識教育法。」Christine 指出，只要確保小孩子

在父母的視綫範圍內安全，確保沒有接觸電掣等潛在危險，加上與父母配合一致，孩子便會更容易適應。  

 
不用玩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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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應用「蒙特梭利教育法」的時候，不但能培養兒女的獨立自主，也為 Christine 節省不少購買玩具的金

錢。「家裡都不用買玩具，他們會學我『扭開雪花膏的蓋』；到海灘玩沙，也只會帶家裡現成的杯、碗、湯匙

等。因為小孩子喜歡模仿大人，這些都是現實生活的一部分。」  

 
「我希望可以親自教導兒子，直至幼稚園高班才讓他上課，讓他從同輩中學習。有次到赤柱沙灘，兒子對沙粒

有疑慮，卻遇到年紀相若的小朋友在玩耍，於是便嘗試放膽去玩了。」最真實的環境莫過於大自然，也是讓人

們能夠學習的最佳場所。  

 
 
撰文︰盧峰  

攝影︰Pe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