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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鹤琴是我国现代著名儿童教育家，在我国现代学前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有着独到的建树，给我国
现代教育理论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被称为“东方的福禄倍尔”，“和陶行知一样，是中国近代西学
东渐大潮中站在历史前沿的大教育家”。
有日本学者曾说，“中国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可以视为现代的‘活教育’，‘素质教育’所欲克服的
‘应试教育’正是陈鹤琴在半个多世纪前所指出的‘死教育”’，“可以预测：陈鹤琴所提倡的‘活
教育’是超越时代、国籍得以留存的思想”。
譬如他明确提出的教育目的——“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并指出“现代中国人”应具备
健全的身体、建设的能力、创造的能力、能够合作、有服务精神等五个方面的条件。
陈鹤琴先生还针对幼儿教育问题指出：“对于如花含苞，如草初萌的小孩子，我们应当用很好的教育
方法去教育⋯⋯使他们关于体、德、智都从小好好儿学起。
”这对于我们今天幼儿园实施素质教育具有恒久的指导作用。
又譬如陈鹤琴先生主张幼儿园课程要以自然、社会为中心，根据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来组织和选择
教学资源，引导幼儿从广阔的自然界和纷繁的社会生活中学习各种实际的、活生生的知识，并在课程
设置上将健康活动和社会活动、科学活动、文艺活动、语文活动等五种教育活动(即“五指活动”)有
机整合，形成独具风格的“整个教学法”。
这与《纲要》所提倡的五个领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又譬如陈鹤琴先生主张“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活教育方法论，从考虑教师“怎样教”转
向研究幼儿“怎样学”，变教师强制幼儿学为激发幼儿主动学，强调开展以幼儿的主动活动为主体的
实践活动，并有机地整合，为幼儿创设直接感知、亲自操作、自由探索的实践机会，让幼儿在各种有
趣的游戏和自主活动中动手动脑，培养其独立、自主及探索精神，促进幼儿各种能力及个性品质的发
展。
这也正是我们每一个幼儿教育工作者所追求的。
研究陈鹤琴教学法，系统总结提炼陈鹤琴的教学法思想，并将其应用推广于幼儿园教学法实践，可进
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可操作的幼儿园教学法体系，充分发挥其在当代幼儿园课程与教学改革中的实
践价值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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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此可见，陈鹤琴超越了教育的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之偏执，将社会改造与个人发展有机统一起
来，将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改造的实践活动，以个人发展为中介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实现个人与社会的
和谐统一。
　　（二）复兴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　　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灿烂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作出了卓越贡献。
但是，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习惯于传统农业文明的中国社会未能紧随时代变化而进行实质
性变革，以致落后于世界的发展。
进入20世纪，随着科学与民主时代的到来，如何结合社会历史变革，准确地把握这一时代精神并进行
创造性的教育探索，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每一位有识之士和教育家的共同心愿。
虽然陈鹤琴没有选择革命的手段去实施社会变革，而是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
视它对20世纪中国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诚如有的研究者所言：“救国与社会改革都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
要实现这个宏大的目标，必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同时革故鼎新互相协调有所作为。
”①　　评判一个教育家是否进步，可以看他是否抓住了时代精神而锐意于教育改革和进取，是否能
随着社会变革而不断地追求崇高的政治信念和人生理想。
毋庸置疑，陈鹤琴是符合这个评判标准的。
他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对教育民主化、科学化和中国化的执著追求。
观其一生，陈鹤琴都在除旧布新，破除传统的“死教育”，创造前进的、充满生机的“新教育”。
陈鹤琴的中国化“新教育”有许多特点，但最大的特点即是为了培养能够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现代中国人”，他们是一大批既有世界眼光，具备20世纪科学和民主精神；又能体察民族危难，具备
各种真实本领的时代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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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幼稚园这种教育机关，在中国本来是没有的。
现在我们既然来创办这件事，就应当先自己问一问，用一种什幺目标，怎幺来办。
倘是一些主张都没有，仍旧像中国初办教育时候，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
不出什幺好的教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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