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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活教育”的理论与实施；“活教育”与“死教育”；“活教育”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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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鹤琴（1892-1982） 浙江上虞人，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中国现代儿童教育的奠基人与开拓者
。早年就读于清华学堂，毕业后赴美国留学，接受西方新教育思想濡染。回国后在“南高师”、东南
大学任心理学教授。20世纪20年代初，基于对自己长子连续808天的跟踪、观察和系统研究，出版了《
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等著作。1923年，陈鹤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开创了中国现代儿
童教育的先河。1929年，陈鹤琴创建中华儿童教育社，并担任主席。他在儿童心理、家庭教育、幼儿
教育、小学教育、特殊儿童教育、社会教育和文字改革等诸多领域都有独创性研究和开拓性贡献。20
世纪40年代，陈鹤琴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公立幼稚师范学校，倡导“活教育”学说，提出三大目标：做
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新中国
成立后，他曾担任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前身）首任院长。1979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教育学会名
誉会长、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并历任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江苏省人大副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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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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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教育”的理论体系（代序）
导读
第一部分 “活教育”的理论与实施
“活教育”的目的论
“活教育”的教学原则
“活教育”要怎样实施的
训育的基本问题
第二部分 “活教育”与“死教育”
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的分别
什么叫做“活的教育”
“活教育”与“死教育”
传统教育与“活教育”
八个学术顾问
杜威为什么办实验学校
第三部分 “活教育”历程
“活教育”的形成与特点
创办幼师的动机和经过
给留在江西的国立幼师全体同学的公开信
一个活的林间学校产生了
松林中新生的幼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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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8年前，我到欧洲去考察教育的时候，在英国、法国、苏联都看到傀儡戏。回国后我就在南京鼓
楼幼稚园介绍傀儡戏给幼稚生玩，他们玩得很高兴。在上海，介绍给小学生玩，他们玩得很起劲。现
在在江西介绍给幼稚师范同学做教具，也做得很有价值。师范生编著剧本，布置戏台，自造傀儡，给
幼稚生玩，给民众看，都玩得很起劲：看得很高兴。这是把民间的娱乐工具变成儿童的教具。　　赌
具固然可以变成教具，民间娱乐的工具，固然可以变成儿童的教具，木屑竹头、破布碎纸，何尝不可
以变成教材教具呢？竹圈不是儿童的恩物吗？不是普通的竹子做的吗？竹子可以做碗、做罐头给小孩
子玩。木头木片可以做飞机、坦克车、汽车、桌、椅等各种玩具。有一只小猫，看起来那么可爱，.它
是什么东西做的呢？一只破袜子而已！　　纸篓里的废纸，可以变为很好的教材呢！你把碎纸浸在水
里，浸了一两天，拿出来用面粉一揉，揉成纸浆，好像粉团一样，你要把它做兔子也可以，把它做老
虎也可以，你要把它做立体地图也可以，碎纸是一种很好的教材呢！　　你要做一个成功的教师，你
一定要注意环境，利用环境，环境中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初看看与你所教的没有关系，仔细研究研究
看，也可以变成很好的教材，很好的教具呢！　　原则十二分组学习，共同研究　　“活教育”教学
原则，我已经讲了11条。以前所讲的，都注意在个别学习，本条所要讲的，是分组学习，共同研究，
以集体的力量，来得到学习的效力。传统的教育，注重在个别的学习，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学习，形式
上是一级一级地上课，而实际上仍是个别地学习。　　我们知道在教育制度上，有一种名字，叫做班
级教学，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上课。我们知道以前的教育，是私塾的教育，完全是个别教学的，各入
学各人的，各人个别地进展。它的好处，是各人依照各人学习的能力，个别进展，可以不受别人的牵
制。班级教育是大家一同来读一样的书，一同来学同样的东西，进展的速度是一样的。它的好处是什
么呢？先生一个人教，学生共同来学，时间经济，设备经济，人才经济。而它的坏处呢？使得全班的
同学变成了中庸的制裁。好的不能上去，坏的勉强上去，没有主动，没有特殊的进展，大家被“班级
”所限制了。　　新教育为什么忽然反对班级教学呢？这是研究心理时的一个大发现，也可以说是20
世纪的新发现，发现人类都有个别的差异。以前的人以为儿童是具体而微的大人，都是一样地生长，
一样地发育的，以为人类都是一样的智力，一样的体力，其实各方面都是不同的。所以有的人就主张
分别学习，认为教育应适应个别的差异，应当依照各人的智力、体力、能力而发展。在中国，班级教
育系在新教育之前，新教育的个别教学就是补班级教学的不足。所以新教育就有各种不同的制度，像
文纳特卡制、道尔顿制、蒙台梭利教育方法都是注重个别学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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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旧式的教育是以社会为中心的，新式的教育是以儿童为中心的。以社会为中心的教育偏重社会而
忽略儿童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注重儿童而兼顾社会的。　　——陈鹤琴《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的
分别》　　　　我们也要活的教育。教材是活的，方法是活的，课本也是活的。我们大家一齐振作起
来，研究儿童的切身问题，为儿童谋福利。尽量地利用儿童的手、脑、口、耳、眼睛，打破只用耳朵
听、眼睛看，而不用口说话、用脑子想事的教育。我们不能再把儿童的聪明、儿童的可塑性、儿童的
创造能力埋没了，我们要效法狂风暴雨的精神，对教育也要用同样的手段纠正过去，开发未来。　　
——陈鹤琴《什么叫做“活的教育”》　　　　做现代中国人的五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有健全的
身体；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创造的能力；第三个条件是要有服务的精神：第四个条件是要有合作的态度
；第五个条件是要有世界的眼光。　　——陈鹤琴《“活教育”的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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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老师啊 父母啊 都可以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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