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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陈鹤琴（１８９２－１９８２），浙江上虞人。１９１１年２月入

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同年秋考入清华学校。１９１４年毕

业后赴美国留学，就读于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硕士学位，１９１９年８月回

国，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１９２３年任东南大

学教授兼教务主任，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１９２７年任晓

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二院院长，南京市教育局特别学校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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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科长，建立南京教育实验区制度。１９２８－１９３９年，

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创办多所小学、

幼稚园和中学。１９４０年创办江西省立幼稚师范学校。

１９４５年回沪任教育局督导处主任督学，接管外国人所办

中小学，创立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后改名为上海市立

女子师范学校）。１９４６年兼任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校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等职。

１９７９年后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名

誉会长、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主要著作有

《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我的半生》等，合著《智

力测验法》、《测验概要》等，辑入《陈鹤琴教育文集》。１９８２
年，陈鹤琴逝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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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陈鹤琴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和儿童

教育专家，是五四运动后新教育的第一代创业者，是我国

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他在青年时代就为振兴中华、提

高民族素质、为下一代的幸福和健康成长立志献身教育事

业。他反对旧中国封建传统的儿童观、教育观和陈腐的

“死教育”，也反对“全盘西化”，注意研究世界潮流，吸取外

国教育中的先进思想和有益经验，以鞠躬尽瘁的精神努力

实践，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

的教育道路。前后近七十年，他在儿童心理、家庭教育、幼

儿教育、小学教育、特殊儿童教育、师范教育以及文字改革

等多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开拓性工作，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他创造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

的完整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师资和人才。

他的“活教育”理论，至今仍有其生命力和现实意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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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思想

在我国学前教育史上，对课程理论与思想发展贡献最

大的当推陈鹤琴。陈鹤琴早年留学美国，专心研究教育学

和心理学，师从克伯屈、孟禄、桑代克、罗格等教授。１９１９

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

学），教授教育学和心理学。１９２３年在南京创办了鼓楼幼

稚园，任园长。不久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幼儿教育研究中

心，亲自从事并领导幼稚园的课程、设备等方面的研究工

作。他对当时国外幼儿教育课程严重充斥中国幼稚园的

状况十分不满，与张宗麟等人一起进行了幼稚园课程中国

化和科学化探索，提出了“活教育”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中

国幼稚园课程的发展，他是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先驱。

他还发起并组织起幼稚教育研究会，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幼

稚教育研究刊物《幼稚教育》。协助教育部制订了我国历

史上第一个《幼稚园课程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陈鹤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他先后

担任南京大学师范学院和南京师范学院院长兼幼儿教育

系主任。在这期间，他继续研究幼儿教育，整理他以前有

关幼儿教育方面的研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学和科研体

系，完成了他２０世纪２０至４０年代一直未能实现的理想。

然而，从５０年代初起，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他的“活教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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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思想受到错误批判。而他本人，在１９５８年也遭到错误

批判，他的儿童教育思想被全盘否定。１９５９年，他不得不

离开了自己长期从事而又深为热爱的幼儿教育工作。

文化大革命后，陈鹤琴得到平反昭雪。除了担任社会

和政府的一些要职之外，他当选为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

誉理事长。１９８１年六一儿童节时，他虽然身患重病，但仍

然不忘儿童，并为儿童题词：“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一

切为四化。”１９８２年，他在连说话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

写下了“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的肺腑之言。由此可见，

陈鹤琴把毕生的精力全部献给了祖国的儿童教育事业，他

不愧为著名的幼儿教育家。

陈鹤琴曾到世界许多国家进行访问和考察，积累了丰

富的幼儿教育经验。在长期的实践研究和理论学习的基

础上，他提出了许多适合我国国情和儿童心理的教育主张

和课程思想，写出了近４００万字幼儿教育著作，影响巨大。

他的著作被先后汇集出版，《陈鹤琴教育文集》上、下卷和

《陈鹤琴全集》６卷全面反映了他的幼儿教育思想。

学前教育课程思想

陈鹤琴学前教育课程思想是他学前教育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研究、学习和继承他的学前教育课程思想的合

理内容，对于我们今天的学前教育课程思想改革与发展具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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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借鉴价值。

课程应为教育目标服务

教育目标是教育目的的具体化，集中反映人们的教育

价值观念。同时，教育目标又是一切教育活动的方向，它

指导着人们的教育行为。教育目标是制订课程目标的理

论依据，它对课程内容的选择和具体实施具有规范和限制

作用，在学前教育领域也是这样。

学前教育课程是学前教育的支柱，学前教育课程是为

学前儿童设计的课程。培养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来培养，

又采用什么方式去培养，这是学前教育课程研究所要解决

的主要问题。

陈鹤琴在研究中国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学前教育课程

实际的基础上，从身体、智力、情感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幼

儿教育目标。他认为，教育目标首先要解决“做怎样的人”

的问题。通过教育，培养出的人应该具有“协作精神，同情

心和服务他人的精神”，“应有健康的体格，养成卫生的习

惯，并有相当的运动技能”，“应有研究的态度，充分的知

识，表意的潜力”，“应能欣赏自然美和艺术美，养成欢天喜

地的快乐精神，消泯惧怕情绪”。由此可见，在２０世纪二

三十年代，陈鹤琴就提出了比较符合学前儿童身心特点，

并适合未来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是难能可贵的。

课程内容的选择应注重儿童的生活环境，以大自然、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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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社会为中心。课程内容是实现教育目标的支柱。选择

什么样的课程内容来实现学前教育的目标呢？对此，陈鹤

琴提出了自己著名的观点，那就是：“大自然、大社会都是

活教材。”他认为，学前儿童是在周围的环境中学习的，应

该以大自然、大社会为中心组织课程。学前儿童周围的环

境不外乎大自然和大社会两个方面。自然环境包括动物、

植物和各种自然现象，如春天的桃花、杏花、杨花、柳絮，夏

天的雷鸣电闪、蜻蜓荷花、秋菊冬雪等。

社会环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环境，是人文环境，对学

前儿童的发展具有更大的作用。在与人的相互交往与作

用中，儿童学习和增长与人交往的经验和知识，并实现着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习得文化的特征，进行着对儿童

的发展来说更为重要的社会化过程。陈鹤琴同样十分重

视学前儿童的社会化教育，注重在社会环境中教育儿童，

发展儿童。因此，在为学前儿童设计的课程中，社会环境

的学习成为必不可少的部分。当然，为学前儿童准备的社

会环境应该适合他们的学习与发展，适应他们兴趣与需

要，适合他们的能力水平，像家庭、集市、节日、庆祝会、教

师接待日活动等，是学前儿童经常接触的社会环境，这些

应成为学前儿童课程的重要内容。

由此，大自然构成的自然环境和大社会构成的社会环

境一道组成了学前教育课程的中心内容，学前儿童应该在

这样的环境中获得发展。设计和选择学前教育课程内容，

必须符合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特点，把大自然和大社会作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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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这样设计出的课程才是合理的。

课程结构以“五指活动”为基本部分

课程结构应该具有整体性，应促进学前儿童整体的有

机发展。为此，陈鹤琴以人的五个连为一体的手指作比

喻，创造性地提出了课程结构的“五指活动”理论。他认

为，五指活动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１．健康活动：饮食、睡眠、早操、游戏、户外活动、散

步等。

２．社会活动：朝夕会、周会、纪念日、集会、每天的谈

话、政治常识等。

３．科学活动：栽培植物、饲养动物、研究自然、认识环

境等。

４．艺术活动：音乐（唱歌、节奏、欣赏）、图画、手工等。

５．语文活动：故事、儿歌、谜语、读法等。

这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就像人的五个手指，共同

构成了具有整体功能的手掌。学前教育课程的全部内容

包括在这五指活动之中，但是这五个方面是有主次之

分的。

陈鹤琴认为，儿童健康是幼稚园课程第一重要的。强

国需先强种，强种先要强身，强身先要重视年幼儿童的身

体健康。身体强健的儿童，性格活泼，反映敏捷。为了儿

童的现在和将来，幼稚园的教育应注意儿童的健康。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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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养儿童健壮的身体，幼稚园应特别注意培养儿

童良好的行为习惯。陈鹤琴认为：“人类的动作十分之八

九是习惯，而这种习惯又大部分是在幼年养成的，所以幼

年时代，应当特别注意习惯的养成。”

应带领幼儿多到户外活动。户外活动不仅可以使儿

童在接触自然中学到各种经验，还可以使他们呼吸到新鲜

的空气，沐浴到充足的阳光，活跃儿童的精神，强健儿童的

体魄，增加儿童的欢乐。户外活动是保证和促进儿童健康

的有利措施。

此外，幼稚园应特别注意音乐教学，因为音乐可以陶

冶儿童的性情，鼓励儿童进取。幼稚园应创设音乐环境，

培养儿童对音乐的兴趣，发展他们欣赏音乐的能力和

技能。

课程实施应采用“整个教学法”、游戏式和小团体式。

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确定之后，如何组织实施课程来

实现教育目标就成为关键。怎样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教

育效果呢？陈鹤琴在对学前儿童心理和教育长期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了适合学前儿童发展的课程组织法。这就是

“整个教学法”。

何为“整个教学法”？陈鹤琴认为：“整个教学法，就是

把儿童所应该学习的东西整体地、有系统地去教儿童学

习。”因为学前儿童的生活是整体的，学前儿童的发展也是

整体的，外界环境的作用也是以整体的方式对儿童产生影

响的，所以为儿童设计的课程也必须是整体的、互相联系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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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不能是相互割裂的。

游戏法是整体教学法的具体化。游戏具有统整作用，

在游戏中，学前儿童的身体能获得充分锻炼，展开丰富的

想象，缓解紧张的情绪，体验活动的愉悦。游戏是学前儿

童最喜欢的活动，是学前儿童的重要生活。儿童在游戏

中，在活动中学习，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学前儿童的

课程最容易游戏化，采用游戏化方式组织课程，有利于学

前儿童健康发展。

由于学前儿童都是具有差异的不同个体，每个儿童都

是相对独立的，他们的智力发展水平不一，兴趣不同，应采

用小团体式教学，使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儿童在相互作用

中都获得长进。

学前教育课程编制的十大原则和具体编制法

１９５１年，陈鹤琴发表了《幼稚园的课程》一文。在这

篇文章中，他批判了欧美国家所实行的完全从儿童出发，

缺乏系统性的单元教学的课程编制模式，提出了适合我国

国情的幼稚园课程编制应遵循的十大原则以及三种编制

的具体方法。

十大原则是：

１．课程的民族性：课程应是民族的，不是欧美的；

２．课程的科学性：课程应是科学的，不是封建迷信的；

３．课程的大众性：课程应是大众的，不是资产阶级的；
·０１·

百年教育人物传记·第十六辑



４．课程的儿童性：课程应是儿童化的，不是成人化的；

５．课程的连续发展性：课程应是连续发展的，而不是

孤立的；

６．课程的现实性：课程应符合实际需要，而不能脱离

现实；

７．课程的适合性：课程应适合儿童身心发展，促进儿

童健康；

８．课程的教育性：课程应培养儿童“五爱”国民公德和

团结、勇敢等优良品质；

９．课程的陶冶性：课程是陶冶儿童性情，培养儿童

情感；

１０．课程的言语性：课程应培养儿童说话技能，以表达

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根据以上十大原则，陈鹤琴修订了原定的教育单元，

加入了“五爱”教育内容，形成了九项内容构成的课程结

构：节日、“五爱”教育、气候、动物、植物、工业、农业、儿童

玩具、儿童卫生。这九项内容构成的课程结构，与其早些

年形成的“五指”教育结构相比，增加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

些新的成分，具有时代特色。但是，这种新课程结构显得

比较零碎，整体性较差。

课程编制原则还是比较宏观的，它的指导性比较强，

但操作性比较差。陈鹤琴还提出了三个具体的课程编制

方法：圆周法、直进法和混合法。

１．圆周法：幼稚园每个年龄班预定的教育单元内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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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研究的事物也相同，但所选教材的难度和分量应根据

儿童年龄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各班要求由浅入深。

２．直进法：就是将儿童生活中接触的事物，按照事物

的性质和内容的深浅而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年龄班中，如小

班研究猫和狗，中班研究羊和牛，大班研究马和虎。即是

说，不同班的课题和要求都不相同。

３．混合法：就是在编制课程的时候，以上两种方法均

可采用，即课题和要求有相同或不同。混合法是编制课程

时采用最多的一种方法。

以上只是介绍了陈鹤琴学前教育课程思想中的一些

主要内容。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有关幼稚园课程评价、

课程实验等方面的主张或观点，也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汲

取。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陈鹤琴提出的学前教育课程思

想毕竟具有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烙印，毕竟具有他个人教育

哲学的局限。因此，我们对他的课程思想必须辩证地继

承，吸取他思想中对我们今天的学前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

有用的容，不能把他的思想奉为神灵，不加分析地全盘学

习。时代变了，我们今天的国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

的学前教育实际也已经发展到新的水平，我们的学前教育

工作者同样不同了。我们必须把他的课程思想放到特定

的历史环境中，才能看到它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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