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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所知道的陈鹤琴》是由教育家陈鹤琴的朋友、同事、学生、亲人所写的文章汇编而成，按编年体
方式，勾勒出一幅现代教育大师的人生长卷，从中感受到教育家的品格、情怀和教育散放的温暖、光
明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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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秀云，1927年10月生，陈鹤琴先生之女，195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教育系。
曾任南京中央大学中共党总支委员兼师范学院党支部书记，南京大专学校团委副书记，后在团中央学
校工作部工作，离休前为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现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曾当选为北
京市第八、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为：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
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
主编《陈鹤琴教育文集》（上下卷）、《陈鹤琴全集》（共六卷）、《为中华儿童尽瘁的老教育家陈
鹤琴》（画册）；学术论文《陈鹤琴对中国幼教开创性的贡献》《陈鹤琴与教育家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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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终生不失赤子之心 序二 永不满足 探索前进 序三 学习民族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引发的思考 第一编 
永远微笑的儿童教育家 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 珠玑满幅，美不胜收 行年五十尚婴儿 《智力测验法》序
言 永远微笑的儿童教育家 二十年的老师 中国的福禄培尔 陈鹤琴的幼儿教育思想在南京鼓楼幼稚园实
施的回顾 儿童教育实验区与中华儿童教育社 斑白的儿童 可敬的华侨童子军队长 第二编 爱国、爱人、
爱学问 陈鹤琴与晓庄 陈鹤琴在聂家花园办小学 在“爱国爱人爱学问”的校歌声中成长——回忆我在
上海工部局东区小学的校园生活 陈鹤琴与上海工部局西区小学 工部局西区小学的创建 陈鹤琴先生创
办蓬路小学的经过 陈鹤琴和中国现代木偶戏 陈鹤琴先生与上海工部局女中 “小先生”与我的体育教
学 怀念母校上海工部局女中 我珍贵的华德路小学生活 第三编 在抗战的洪流中 为国争光的“大脑”代
表 “七七事变”亲历记——中华儿童教育社第七届年会 艰难风雨忆畴昔 和陈鹤琴先生相处的日子—
—陈先生支持和掩护下开展党的基层工作 高山仰止，景行行之 热心普及教育和文字改革的老教育家
陈鹤琴先生 陈鹤琴先生和拉丁化新文字 怀念启蒙老师陈鹤琴先生 我所知道的陈鹤琴先生 孤岛时期报
童学校的抗日活动 忆陈鹤琴先生 永不消逝的光和热——怀念陈鹤琴老师 终身难忘的一幕 第四编 “活
教育”诞生 教育家陈鹤琴先生 谦谦君子 白发童心 追念陈鹤琴老师 记江西国立幼师二三事 深切缅怀我
的恩师陈鹤琴先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陈师 为开创中国化的幼稚教育艰苦办学 校长教诲 终身受
益 哺育新生命的摇篮——“活教育”实验基地的回忆 从赣州到饶家堡 恩师深情 陈鹤琴先生及国立幼
师在广昌饶家堡 我所认识的陈鹤琴先生 陈鹤琴先生饶家堡逸事 忘不了恩师 忘不了饶家堡 难忘的往事
——忆陈鹤琴校长 亲历“活教育” 第五编 黑暗与光明 回忆与陈鹤琴先生共事的一段时间 抗战胜利后
南京鼓楼幼稚园复园情况回忆 大地一声笑——回忆在鼓楼幼稚园工作的岁月 回忆鹤琴先生 学习鹤琴
先生 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开拓者——陈鹤琴先生 忠于友谊 忠于人民——回忆陈鹤琴先生对陶行知先
生未竟事业的支持 “陶先生，我的挚友和同志”——记陈鹤琴和陶行知的深厚友谊 “活教育”在上
海幼专 深受农友热爱的上海大场农村托儿所 做陈校长的门徒，传播“活教育”——对女师附小的回
忆 刻骨铭心的回忆——校长用生命保护我们的二三事 怀念陈鹤琴先生对上海教师运动所作的贡献 记
陈鹤琴先生支持革命学运一二事 陈校长掩护我们战斗 陈鹤琴先生与特殊儿童教育 两次被捕 两次营救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陈鹤琴先生的榜样力量无穷 爱护革命青年的好校长 第六编 新中国，新教育 陈
鹤琴院长在我心目中 跟随陈老在南京 我在南师幼教系50年 麦种的故事——为什么要办鼓楼幼稚园 南
师幼教科研的带头人 记忆长河中的亮点 教坛圣人陈鹤琴 旧书，读出了泪 怀念敬爱的陈师母 陈老对我
的教导 附编 慈父 良师 益友 在父亲的引导下追求真善美的历程 父亲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在父亲教导下
成长 回忆父亲陈鹤琴 牢记父亲珍贵的教诲 学习父亲献身教育的骆驼精神 父亲母亲支持我参军 怀念我
的祖父 本书作者简介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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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此书为东南大学教育科丛书之一，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著中最有价值之著作。
全书分十二章，立家庭教育原则一百零一条。
前两章述儿童心理及普通教导法，为提纲挈领之讨论；后十章都是拿具体的事实来解释各项建议之涵
义。
在这书里，小孩子从醒到睡，从笑到哭，从吃到撒，从康健到生病，从待人到接物的种种问题，都得
了很充分的讨论。
这些讨论对于负家庭教育责任的，都有很具体的指导。
 书中取材的来源不一，但有一个中心，这中心就是陈先生的儿子一鸣。
著者在自序中曾声明各项材料之来源，但未指明一鸣就是这本书之中心人物。
倘使我们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它一遍，就觉得这是无可怀疑的。
一百零一条举例当中，在一鸣那儿来的，就占了七十三条之多，其余的事实只可算为陪客。
陈先生得了这个实验的中心，于是可以把别人的学说在一鸣身上印证，自己的学说在一鸣身上归纳。
据他自己所说，我们晓得《佛戴之教育》（The Education of Karl Witte）一书对于他研究家庭教育这个
问题是很有影响的。
佛戴小时通五国语言，九岁进大学，十四岁得哲学博土，十六岁得法律博士并任柏林大学教授，都是
他的父亲，大佛戴的教育理想之实现。
一鸣就是陈先生的佛戴，《家庭教育》一书就当作《一鸣之教育》看也是可以的。
 郑宗海氏的《序文》上说：“我阅过之后，但觉珠玑满幅，美不胜收，有数处神乎其技，已臻乎艺术
的范域。
”这种称赞并不过分。
我现在要举一两个例来证明陈先生的艺术化的家庭教育。
当他讨论游戏式的教育法时，他举了下面一个例： “今天（十三年四月十八日）下午我手里拿着一只
照相机，叫我的妻子把我们的女儿秀霞放在摇椅里。
预备要替她拍照的时候，一鸣就捷足先登，爬到椅子里去，也要我替他拍照。
我再三劝告他，他总是不肯。
后来，我笑嘻嘻地对他说：‘一鸣！
你听着！
我叫一，二，三，我叫三的时候，你就爬出来，爬得愈快愈好。
’他看见我同他玩，也很高兴地答应我。
歇了一歇，我就‘一，二，三’地叫起来，说到‘二’的时候，他一只脚踏在椅子的坐板上，两只手
挨在椅子边上，目光闪闪地朝我看着，等我说到‘三’的时候，他就一跃而出，以显出他敏捷的样子
。
” 一鸣三岁大的时候，陈先生要一鸣把东西玩好以后，整理好放在原处，一鸣不依，他就想了下面说
的一个法子： “后来我对他说：‘我帮助你一同弄。
’我就‘嗨嗬’‘嗨嗬’地叫着，替他整理起来；他看见我已经替他整理好，也‘嗨嗬’‘嗨嗬’地
叫着，把书籍搬到他的书架上去了。
” 他讨论小孩子为什么怕，为什么哭的时候举了两个例，也可以显出他神乎其技的教育法： “我同
一鸣（一岁零十个月）在草地上游戏的时候，他看见一只大蟾蜍就举起手来向后退，并且喊叫说：‘
咬！
咬！
’我走过去，在地上拾了一根棒头轻轻地去刺着那只蟾蜍说：‘蟾蜍你好吗？
’后来他拿了我的棒头也去刺刺看，但是一触就缩回，仍显出怕的样子，但比当初好得多了。
” “有一天，我带一鸣（一岁零三个月）到东大附小去看小学生做戏，做戏的小学生们共有三百多人
，戏做得很好，观戏的人，大家都鼓掌。
在这个当儿，小孩子应当发生惧怕，但我一抱一鸣进门，就笑嘻嘻地对他说：‘你看这里许多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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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看到小孩子要鼓掌的时候，我就对他说： ‘我们也来拍掌。
’他一听见小孩子拍掌，也就欢欢喜喜地鼓起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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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所知道的陈鹤琴》中陈鹤琴同志由于他的一颗赤子之心，是能紧跟着时代前进的。
旧中国不免郁郁于心，到了新中国则光辉焕发了。
他的理想也逐步得到实现。
我国幼儿教育战线上有了越来越强大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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