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襋教育思想
提出“活教育”理论，目的在于“做人，做中国人，

做现代中国人”。其中，“做现代中国人”包含 5 方面的
条件：第一，要有健全的身体；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
第三，要有创造的能力；第四，要能够合作；第五，要乐
于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

重视科学实验，主张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要适合
国情，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呼吁建立儿童教育师
资培训体系。

提出五指教学法， 主张幼儿教育如同手指与手
掌，应当涵盖健康、科学、社会、艺术、语文 5 种其本项
目，手指与手掌骨肉相连不能单独而存，要注意教材
的连贯性及整体性。

此外，家庭教育理论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孩子的“知识之丰富、思想之发展
与否，良好习惯之养成与否，家庭教育实应负完全的
责任”。 “要重视幼儿家庭教育的科学实验， 对幼儿的家庭教育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和推
广，普及儿童心理学和学前教育学的知识，使广大家长都能对自己的子女有个正确的培养目
标和教育方法”。

主张家庭教育要民主化，父母要平等对待小孩，尊重小孩的人格。
襋教育智慧
一天，陈鹤琴询问一个小女孩：“小朋友，你见过小松鼠吗？ ”她说：“看见过的。 ”“小松鼠

有多大呢？ ”女孩双手比画了一下，两寸多的样子。 陈鹤琴追问：“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 ”
女孩说：“在书上。 ”

陈鹤琴发现这样的幼儿园根本就不适合儿童，于是他在家里办起了幼儿园，这就是著名
的“鼓楼幼稚园”，第一批孩子只有 12 个人。

陈鹤琴让孩子们接触大自然， 尽量满足他们的天性， 他认为 “游戏是儿童最重要的工
作”，亲自购置和制作玩具，开创性地把木偶戏引入儿童教育。鼓楼幼稚园从一开始就立意冲
破旧式幼教制度的束缚，是现代中国幼儿园教育模式的试验田。

陈鹤琴一生的志向，就是让全国儿童都能身心健康，都能享受教育。 儿童健康是幼儿园
课程第一重要的。 应带领幼儿多到户外活动，让儿童在接触自然中学到各种经验。 在户外劳
动时，陈鹤琴自封为“老狮子”，并亲切地称其他教师为“大狮子”，儿童是“小狮子”，打破了师
幼界限。 通过共同劳动，“老狮子”、“大狮子”与“小狮子”之间结下深厚的友谊。

陈鹤琴认为，溺爱与专制式的严厉管教法只能摧残儿童的创造力，束缚儿童的思想。 为
此，他常常带着孩子在草地上跌打滚爬，操拳练武，或者领着孩子摸鱼虾、螺蛳，捡卵石，让孩
子在自然的怀抱中，自由生长。

襋观点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
一切为了儿童，为了儿童的一切。
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
发现小孩、了解小孩、解放小孩、信仰小孩、变成小孩。
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

� 襋编辑点评
不知从何时开始，溺爱与专制成了我们对待儿童的两大“法宝”，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

都在乐此不疲地实践着。 但这样真的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吗？ 在陈鹤琴的眼里，让儿童
在自然的怀抱中，自由生长，才是对儿童最大的尊重，才是真正满足儿童的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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襋教育思想
在批判杜威 “教育即生活 ”的基础上 ，提出 “生活即教

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形成“生活教育”
的思想体系。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在陶行知
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
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
炉。 “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
育”。 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
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 他坚决
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 陶行知认
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
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
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
来。

“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
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
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
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 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
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 教而不做，不能算是
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 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

襋教育智慧
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

中。 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 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
师。 校内不仅教学生文化课，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 陶行知又派学生戴爱莲等人到八路军驻渝
办事处学习《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在校内组织演出。 他还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带领师生开荒 30
亩，建立了育才农场。 这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使陶行知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
中外。

陶行知有这样一则教育学生的故事。 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
止后，命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 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等着挨训了。 可是陶行知却笑
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 ”男生惊疑地接过
糖果。 随后陶行知高兴地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
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 ”男生更惊疑了。 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塞到
男生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 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
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 ”男生感动极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喊道：“陶校长，我错
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说：“为你正
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颗糖果，我没有更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

襋观点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
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 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
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教育工作中的百分之一的废品，就会使国家遭受严重的损失。
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

亲共守。
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
把自己的私德健全起来，建筑起“人格长城”来。 由私德的健全，而扩大公德的效用，来为集体谋利

益……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人像树

木一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应当是：立脚点上求
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襋编辑点评
今天的教师如果还不敢放手发动学生去“学”，还在孜孜不倦地“以教为

中心”，不妨回到陶行知那儿找寻力量，“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
是教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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襋教育思想
提出“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

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以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
学原则。

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
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

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以“沟通文理，废科设系”为原则设置学科；
采取“选科制”的教学制度和教授治校的行政管理方式。

襋教育智慧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 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

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
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

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
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
北京大学根据这一原则对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整顿，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
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 一方面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 梁漱溟投考北大落
选，但对佛学有独到见解，引起学术界注意，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
学教席。

蔡元培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上任伊始，他即告诫学生要砥砺德行、敬爱师长。针
对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发的组织，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寻求不正当消遣的情况，
他倡导成立了各种体育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
对于教师，蔡元培历来以学识为重，认为个人的品行应由自己负责，学校不宜多加干涉。
但是对于那些即使富有学术声誉，但私生活糜烂，甚至诱引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坚决
解聘。

襋观点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地讲给学

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
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
襋编辑点评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师已经习惯于对学生的掌控与钳制，热衷于替代、包办学生的

一切，这甚至已经成为教师的“集体无意识”。 蔡元培所提出的“尚自然”、“展个性”的儿
童教育主张，或许可以纠正我们原有的教育理念，让我们可以真正做到“相信学生、解放
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

襋教育思想
19l3 年，提出实用主义教育学说，认为小学普通教育脱离学生

生活实际，需要加以改良；1917 年，针对当时学生所学非所用、所
用非所学，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开始倡导职业教育；1926 年，提出
大职业教育主义， 认为职业教育只有冲破旧教育论的狭隘圈子，
主动与社会保持沟通与联系，努力体现社会性的特点和社会化的
作用，才可能最终形成与社会经济的良性互动、健康发展。

反对劳心劳力分离，注意学和用的联系，主张手脑并用“要使
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联系起来”，只有手
脑两部联合才能产生世界文明。

襋教育智慧
1920 年，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博士应邀来华，黄炎培邀杜威在

上海举行讲座。 活动中，黄炎培根据自己掌握的数字，每百名中学
毕业生中，升学的有多少、失业的有多少，数字翔实、有理有据，说

明了传统教育已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 这场讲演给 27 岁的毛泽东留下深
刻印象。 25 年后在延安机场，毛泽东迎接来访的黄炎培，握着黄的手说：“我们 20 多年不见了！ ”黄
炎培疑惑不解，毛讲述了 1920 年这段往事。

黄炎培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在江苏
省教育司长任上，拟定了《江苏教育行政五年计划书》，其中不但规划了各县小学、师范学校、中学、
农校、工校的校数和办学地点，而且还有关于大学、留学生、图书馆、博物馆的设立。

黄炎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对子女循循善诱的好父亲。
一天，他故意把鸡毛掸子扔在地上，然后走出门来，喊道：“孩子们，赶快上楼来，爸爸有事找你

们。 ”孩子们听到后急忙去找父亲，经过鸡毛掸子边时，孩子们有的绕过去，有的迈过去，有的干脆直
接把它踢到一边，而黄炎培的妻子经过时却顺手捡起并放回原处。 等孩子都来到他身边时，他问孩
子们“刚才的鸡毛掸子在哪里”，“在屋地上。 ”孩子们答道。 “是谁把它捡起来的？ ”“妈妈。 ”“为什么
你们就不知道捡起来呢？ ”孩子们答不上来了。 他用孩子母亲的行为告诉他们，“要养成勤劳的好习
惯，不能事事依赖大人，要学会自己料理生活，才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情”。

襋观点
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 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

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
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众的义务。
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人不能舍此家庭绝此社会也，则亦教之育之，

俾处家庭间社会间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而已。
襋编辑点评
尽管已经过了近百年，但黄炎培当年所面对的“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毕业即失业”等问题

仍困扰着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其实，黄炎培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
读书和做工两下联系起来”，我们为何就不能遵循呢？

教师是什么，不仅在楷模的行动里，也在“大家”的思想里。让我们回到从前，回味经典，倾听
历史的声音，拂去岁月的烟尘，看“一代大家”如何做教师，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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