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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鹤琴先生（1892—1982)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和儿童心理学家、儿童教育专家。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怀着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抱着把“老大中国”变为“少年中国”的理想，立志献
身教育事业。
他为发展我国的儿童教育事业，为培育民族新生命、提高民族素质、振兴中华奋斗了一生。
陈鹤琴是我国新教育事业的先驱，是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
　　陈鹤琴先生于1914年从清华学堂毕业后赴美国留学，系统地学习了美国的教育学说及研究方法和
实验精神，先后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
在美期间，他受到正在兴起的改造传统教育的进步教育运动影响。
1919年8月回国后，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及东南大学任教。
在“五四”新教育运动中，他认为，要挽救病弱的中国，必须从教育人做起，而儿童是国家和民族未
来的希望所在；儿童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幼稚教育是基础的基础；幼儿时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
时期，因此必须“从小教起、从小教好”。
他以亲身经历，批判封建宗法制陈腐教育对儿童的束缚与残害，呼吁全社会都来“热爱儿童”、“尊
重儿童”、“一切为儿童”。
他目睹当时幼儿教育被外国教会垄断，抨击“全盘洋化”，疾呼：“幼稚教育抄袭西洋，不切合中华
民族性，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使中国儿童适应。
”他决心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的中国化、科学化、民主化、大众化
的现代幼教道路。
　　陈鹤琴提出，要使儿童教育科学化，首先要正确了解儿童，正确对待和教育儿童。
他的儿童观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这表现在对儿童的理解、信任和尊重，充分体现了民主化的教育
思想。
他认为，儿童是有生命力和生长力的，富有潜力和创造力，只要善于引导都可以成才；儿童应该享受
到应有的权利和幸福。
他把树立科学的、正确的儿童观、教育观作为弃旧立新、改革教育的突破口。
为了反对谬误的儿童观和教育方法，他将自己的长子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从出生起808天的连续跟踪观
察和实验，加以系统研究，总结出儿童生理、心理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开创了研究中国儿童心理之先
河。
他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家庭教育、幼儿教育，为教育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1923年，陈鹤琴先生在南京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
他与张宗麟及其他教师们一起从办园宗旨、培养目标、儿童应养成的习惯、知识技能到幼稚园的课程
、德智体美教育、玩具教具、设备标准和对教师的要求等，逐项进行长达四年的实验与研究。
1927年，他在《幼稚教育》创刊号发表办园总结《我们的主张》，此前还制定了《幼稚生应有的习惯
和技能表》，全面回答了应当怎样办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园，提出办园方针、基本原则和具体经验
，为办幼稚园提供了可资遵循的标准和依据。
他还与张宗麟一道支持陶行知先生创办燕子矶幼稚园，开辟了我国第一所乡村幼稚教育实验基地，把
幼稚教育推广到乡村。
1928年，陈鹤琴受大学院（即教育部前身)之聘，根据南京鼓楼幼稚园实验成果起草了《幼稚园课程暂
行标准》。
《暂行标准》经试行后于三四十年代在全国推广，基本上改变了我国幼稚教育的面貌，使之从抄袭外
国和教会色彩中，从单调、无生气的旧教育传统中解脱出来，为我国现代幼教事业奠定了基础。
　　20世纪30年代，陈鹤琴在上海主持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工作，积极维护华人教育权益，为
中国儿童办学。
在此期间他办了7所小学（均附设幼稚园)，并组织广大教师对儿童教育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改革
和创新。
他竭力反对“死教育”，大力提倡“活教育”，认为我们应当“使得这种腐化的教育，变为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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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使教师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使儿童读活书，活读书
，读书活”。
1935年，他发表了一切为了儿童的九点宏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怀着“保育民族幼苗”的炽热之心，集合社会热心人士和爱国教师，
全力投入抢救孤儿，救济、教育难童的神圣事业。
　　陈鹤琴一贯认为要使幼稚教育发展，必须发动和组织更多的人合作来做。
他主张：“推敲切磋，真理才出；科学进步，端在合作”；“实地研究的人愈多愈好。
”20年代他发起组织“幼稚教育研究会”，后又在此基础上创建“中华儿童教育社”，到30年代发展
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
他主编《幼稚教育》、《儿童教育》、《小学教师》、《活教育》等刊物及多种丛书、读物，并通过
办学术团体和刊物，交流经验，扩大宣传，提高队伍，推进工作。
　　陈鹤琴迫切感到，要实现幼儿教育的中国化、科学化，不能靠外国教会控制幼教师资的培训，而
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培训师资。
他提出，必须通过实验产生一部确当而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学制、新课程、新教材和新教法，
以创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师范教育。
为此，他做了大量工作和不懈努力。
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1940年他拒绝去重庆做官，毅然邀集一批有志者到江西泰和大岭山上以“荒山
辟乐园”的精神办起了幼师、幼专，建立起培养中级和高级幼教师资的完整体系，成为当时大后方一
个重要的幼教基地。
这一时期，他对‘自己二十多年的教育实践、实验经验进行总结，提出“活教育”三大目标、“十七
条教学原则”、“十三条训导原则”、“学习四步骤”和“五指活动”以及一整套教具、玩具、教材
等，形成了“活教育”思想的基本理论体系。
　　“活教育”三大目标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后又提出“做世界人”)；做中学，
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他把教人做人放在首位，“要培养做人的态度，养成优良的习惯，发现内在的兴趣，训练人生的基
本技能。
”而做现代中国人必须有“健全的身体、创造的能力、服务精神、合作的态度、世界的眼光”；做世
界人就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
他提出教育要以德育为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重视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这符合中国向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具有科学性和时代精神。
　　抗战胜利后，陈鹤琴在《战后中国的幼稚教育》一文中，对国民党政府热衷打内战，民不聊生，
教育经费枯竭，对他千辛万苦创办的江西幼师被裁并，幼专不能独立，表示十分愤慨和沉痛；主张“
把幼稚园、托儿所从大都市带到小都市，从乡镇带到农村，从为少数贵妇官绅服务到为工农劳动大众
服务”；提出要造就大量幼教师资，在全国设幼稚教育专科学校，在各师范学院设幼教系，各省设幼
师，各师范学校设幼教科、办短训班，对在职教师进行再教育。
这些呼吁和建议展现了他为全面发展幼教而设计的一幅蓝图，反映他要使幼儿教育不仅走上中国化、
科学化、民主化：而且还要走上平民化、大众化道路的抱负与理想。
然而，他的这些抱负和理想在旧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变为现实。
　　陈鹤琴曾留学美国，多次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出国讲学，参加国际教育会议，进行国际学术交
流。
他眼界开阔，关心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熟悉国际上各派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对诸多教育家的学说有深
人的研究和评析，重视借鉴西方的有益经验，汲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但同时，他又坚决反对盲目抄袭外国，始终强调结合国情，立足自身，创建中国化、科学化的教育体
系。
他说，“欧美新教育的学制、课程、方法等都是经过实验产生出来的”，“都是适合本国国情的，不
但表现出本国教育的特点，而且世界教育的潮流也蒙受其影响。
”他曾自豪地提出，“要使世界教育思想也受我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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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越有民族性，就越具有世界性。
　　陈鹤琴教育理论和实践，包括儿童心理、家庭教育、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师范教育、特殊教育
、文字改革等诸多领域，贯穿了“活教育”思想及基本理论。
因此，本书不但选辑了陈鹤琴有关幼儿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主要文章、讲稿和实验报告等，同时也收入
有关陈鹤琴论“活教育”的重要著作。
这些文稿都是这位老教育家呕心沥血、艰苦实践、开拓创新，探索我国现代幼教道路的生动纪实及其
经验总结和理论创见，是我国教育宝库中的一份珍品。
今天，陈鹤琴教育思想依然有其强盛的生命力，它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
　　陈鹤琴先生热爱儿童、热爱祖国，为培育民族幼苗、振兴中华，不为名利、艰苦创业的赤子之心
和献身精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我国国情及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研究中国的传统教育及国外
各种教育理念，不保守，不盲从，善于学习，融通中西教育精髓的求真求实学风和科学态度；通过实
践、实验和研究，在深厚的理论基础上，顺应时代发展，探索教育新路的实验精神和创新精神，在今
天仍然值得我们提倡和学习。
　　在新世纪里，为建设我国学前教育历史研究及基于历史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需要，《学前教育家
文库》陆续出版。
其中，《陈鹤琴文集》介绍了这位中国现代幼教开拓者和奠基人的幼教理论和实践，相信它的出版将
有助于对我国学前教育历史的研究，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幼教体系提供借鉴。
　　陈秀云　陈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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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但选辑了有关陈鹤琴幼儿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主要文章讲稿和实验报告等，同时也收入陈鹤琴有
关论“活教育”的重要著作和其他关于儿童心理研究的相关论述和观点，这些经验总结和理论创见至
今都有相当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是我国教育宝库中的一份珍品。
附录个人生平介绍中许多史料当属首次发表，生动记载了这位“中国幼教之父”投身教育事业的不平
凡的教育家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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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鹤琴（1892-1982），浙江上虞人，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专家。
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同年留学美国，先后获约翰斯&#8226;霍普金斯大学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师
范学院硕士学位。
1923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幼教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140年创建我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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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蒙氏的学说与方法　　(一)蒙氏学说的背景　　无论什么学说都有来源，有产生这种学说的
背景。
蒙氏学说的背景最初受了塞甘的低能儿的教育学的影响，她非但读他的书，译他的书，并且跑到法国
去亲受其教育。
蒙氏一生的成就，可以说都发源于塞甘。
其次，她受塞甘人体构造学的影响很大。
蒙氏著作的第一章里就极力赞美塞甘，称他是“当代人体构造学大家”之一，教育学的人体构造学家
。
在意大利，她有一所学校，她在那里研究测量人体各部分之大小，感觉之灵敏等问题，作为科学的教
育之根据。
虽然这种记录在教育上的影响，从现在眼光看起来并不很大，但是对蒙氏的教育影响不小。
其三是受了裴斯泰洛齐的自由学说的影响。
尊重儿童之人格，教育儿童之方法，对蒙氏都有影响。
蒙氏重人罗马大学学习教育学更受到裴氏教育学说的影响。
所以也可以说蒙氏在教育学上的根据是发源于裴氏。
最后是她自己在儿童院进行试验了。
她有了几种根本思想，于是用来试验，试验的结果，愈加使她自信，愈加使她的学说得到改进。
　　(二)蒙氏的发展说　　这是19世纪末叶哲学的潮流，大家都相信人是天赋万全，教育者的责任，
是要去启发，如种子之培植等。
这种学说的谬误与福氏相同，不详加批评和介绍了。
　　(三)自由学说　　蒙氏的自由学说较福氏更进一步，她非但在教学上主张自由活动，就是在训育
上也主张儿童之自由，所以教师赏罚之事是没有的，只有受自然界的赏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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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鹤琴文集》作者陈鹤琴先生（1892-1982）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和儿童心理学家、儿童教育
专家。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怀着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抱着把“老大中国”变为“少年中国”的理想，立志献
身教育事业。
他为发展我国的儿童教育事业，为培育民族新生命、提高民族素质、振兴中华奋斗了一生。
陈鹤琴是我国新教育事业的先驱，是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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