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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要求

1.每周布置两篇小故事，作为课后作业。下周上课时，大家对这

些故事中的教育道理进行分析讨论。

2.这本作业册全部完成以后，即成为《幼师生师德成长读本（1）》，

由幼教名家的生平简介、小故事、同学们个人的分析、参考答案等部

分组成，可以作为大家的学习资料。

3.请大家按要求分析每一个故事中蕴含的教育道理，以及这些故

事对于今天的幼儿园教师和家长的教育启示。分析要力求语言精练准

确，层次清晰，说理透彻，可操作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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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鹤琴

陈鹤琴（1892年 3月 5日－1982年 12月 30日），中国著名儿

童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教授，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浙江

省上虞县人，早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留学美国五年，1919年获

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五四运动期间回国后，最初担任南京高等

师范学校教授，讲授儿童心理学课程。东南大学成立后，任教授和教

务主任。后担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指导员及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等职；

并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上海市立幼稚

师范学校和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曾发起组织幼稚教育研究会、中

华儿童教育社，并主编《幼稚教育》、《儿童教育》、《小学教师》、

《活教育》等刊物和《幼稚教育丛书》、《幼稚教育论文集》。建国

后，任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南京师范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和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

员会委员兼南京分社主任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

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毕生从事儿童心理、家庭教育、幼儿教育、

小学教育、师范教育的研究和文字改革工作，著作编为《陈鹤琴教育

文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8%99%9E%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7%AB%8B%E6%B8%85%E5%8D%8E%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A5%E4%BC%A6%E6%AF%94%E4%BA%9A%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4%BA%AC%E9%AB%98%E7%AD%89%E5%B8%88%E8%8C%83%E5%AD%A6%E6%A0%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4%BA%AC%E9%AB%98%E7%AD%89%E5%B8%88%E8%8C%83%E5%AD%A6%E6%A0%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4%BF%E7%AB%A5%E5%BF%83%E7%90%86%E5%AD%A6/21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A4%AE%E5%A4%A7%E5%AD%A6/978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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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1892年 3月 5日，生于浙江上虞县百官镇。

1900年（8岁），入私塾学习旧学。

1906年，在姐夫资助下考入美北浸礼会开设的杭州蕙兰中学（现

杭州二中前身）。

1910年，中学毕业。

1911年春，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1911年秋，考入北京清华学堂高等科，在校期间创办校役补习

夜校和城府村义务小学。

1914年，清华毕业，8月，考取公费留学。与陶行知同行。原选

择学医，后认为“医生是医病的，我是要医人的”、“我是喜欢儿童

的”，确定了学教育和献身教育事业的志向。10月，插班霍布金斯

大学二年级，还利用暑假到外地大学的暑期学校兼读。三年中打下了

较广泛的知识基础，对实验考察和启发式教育感受最深，体会到“最

重要的不是许许多多死知识，乃是学会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神”。

抵美后，就读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917年夏，在霍普金斯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1917年秋，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攻教育学和心理学。

1917年冬，随孟禄去美国南方考察黑人教育。同年，当选为北

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会长。

191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转入心理学系，准备

博士论文。正值“南高师”教务主任郭秉文在美国物色教员，应邀回国

任教，于 8月 15日乘船回到上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5%99%E5%85%B0%E4%B8%AD%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A3%E7%BA%A6%E7%BF%B0%E5%A4%A7%E5%AD%A6/714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5%8D%8E%E5%AD%A6%E5%A0%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6%E7%BF%B0%E6%96%AF%C2%B7%E9%9C%8D%E6%99%AE%E9%87%91%E6%96%AF%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C%8D%E6%99%AE%E9%87%91%E6%96%AF%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A5%E4%BC%A6%E6%AF%94%E4%BA%9A%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F%E7%A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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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与俞雅琴结婚。后长子一鸣出生，将其作为实验与研

究儿童心理的对象，进行儿童身心发展的连续观察和文字、摄影记录，

达八百零八天。

1920年春，参加新教育共进社。

1921年，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

1923年秋，在南京鼓楼自己住宅内开办鼓楼幼稚园，试验科学

化、中国化的幼稚教育。

1925年秋，鼓楼幼稚园新园舍建成，定名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

验幼稚园，请助教张宗麟协助工作，全面开展实验，被誉为“中国的

福禄培尔”。同年，出版《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

1927年 2 月，与陶行知、张宗麟一同发起中国最早的儿童教育

团体——幼稚教育研究会，创办《幼稚教育》并任主编，发表《我们

的主张》，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 15条办园主张。

1927年 3 月，受邀担任晓庄师范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兼

指导员；支持陶行知、张宗麟等创办中国最早的乡村幼稚园——燕子

矶幼稚园。

1927年 6 月，任南京市教育局教育课课长，大力推行行政学术

化，推广教育实验区。

1928年夏，在收回教育主权声浪中，主持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

育，任职期间开办 7所小学（附设幼稚园）、一所女子中学、4所工

人夜校等。

1929年 7 月，创建中华儿童教育社，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

人数最多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C%93%E6%A5%BC/108388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5%AE%97%E9%BA%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11224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A%84/4539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A%84/4539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7%A6%84%E5%9F%B9%E5%B0%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4%BF%E7%AB%A5%E5%BF%83%E7%90%86%E4%B9%8B%E7%A0%94%E7%A9%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B6%E5%BA%AD%E6%95%99%E8%82%B2/148184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5%AE%97%E9%BA%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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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在《儿童教育》上发表《四年来之中国幼稚教育》等

文章；“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华儿童教育社上海社员读书会上，

勉励大家引导儿童走效国之路。

1932年，与陶行知、张宗麟合编《幼稚教育论文集》；编写的

《幼稚园课本》十六册出版。

1934年 7 月至次年 3 月，前往欧洲考察教育，回国后介绍世界

新教育发展趋势和先进教育经验。

1935年，发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一文，呼吁全社会、

全民族关心和教育儿童，维护和保障儿童权益，在战争来临时，先救

儿童。

1935年 8 月 1 日，发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要求全

民族全社会关心和教育儿童，维护、保障儿童权利。

1936年，响应陶行知与国难教育社提出的抗日救国教育的号召，

发动募捐办学，支持钟民主持的沈家滩工人识字学校扩建为余日章小

学，而后又开办余日章二小、三小。把从欧洲带回的木偶玩具赠给鼓

楼幼稚园，鼓楼幼稚园自己制作并表演各种木偶；鼓励虞哲光创造现

代儿童木偶剧《原始人》等，并在上海演出。

1939年，主编工部局小学教师进修会出版的《小学教师》，在

发刊词中强调要批判传统的死教育，要把它改变为前进的、自动的、

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还在刊物上发表《儿童玩具与教育》等多篇

文章。后因宣传抗日被汪伪特务列入暗杀名单，被迫转移，离开上海。

1940年 3 月，在赴重庆参加国民教育会议途中，给桂林中山学

校题词“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并

对该校校长说：“我将回江西照此理想办一所学校，实验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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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庆后与陶行知相见，并参观育才学校，深为陶行知在艰苦环境下

办学的精神所感动。确定实施活教育的三大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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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夏，在江西泰和创办中国第一所公立幼稚师范学校——

江西省立幼师，任校长。

1941年，创办《活教育》月刊。

1942年年初，发表《活教育要怎样实施》一文，总结两年来活

教育实施经验。

1943年，创办国立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即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

育学科前身。同年发表《训育的基本问题》，确立训导原则十三条。

1946年，为陶行知突患脑溢血逝世而悲痛万分：“痛哭我失去了

一位挚友，痛哭中国、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教育家”。10月 27日，

任陶行知追悼会执行主席，12月 1日护送陶行知灵柩去宁安葬，代

表 15个人民团体宣读公祭的祭文。与人合编《活教育的理论与实施》

由立达图书服务社出版。

1949年 5月，两次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后经多位大学校长集体

作保、营救获释。8月，接受南京市军管会之邀，担任中央大学师范

学院院长。

1949年 9 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

月 1日，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

1950年 3月，参加晓庄学校纪念典礼，为陶行知纪念馆奠基。

1951年，在由《活教育》改名的《新儿童教育》上发表《怎样

做人民的幼稚园教师》等论述新中国幼儿教育的文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A4%AE%E5%A4%A7%E5%AD%A6/978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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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院系调整，任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前身）的首

任院长，他以南京大学师范学院幼教系为基础，整合全国多个高校的

儿童教育和福利专业，建立中国第一个幼儿教育系。

1956年，出席怀仁堂宴会，与毛主席、周总理同席，对他们鼓

励知识分子的教导深刻铭记。

1957年，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上，与郑晓沧等作题为《普及

小学义务教育和提高小学教育质量的关键性问题》的联合发言。

1981年，六一国际儿童节题词：“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

一切为四化”。并在《光明日报》、《行知研究》上发表纪念陶行知

诞辰九十周年的文章。

1982年 6 月 1 日，坐轮椅去鼓楼幼儿园和小朋友一道欢庆生命

中最后一个儿童节。9月 3日被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委。

1982年 12月 30日逝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4%BA%AC%E5%B8%88%E8%8C%83%E5%AD%A6%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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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格言

1．一切为了儿童，为了儿童的一切。

2．教导儿童服从真理、服从集体，养成儿童自觉的纪律性，这

是儿童道德教育最重要的部分。

3．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

4．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5．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

6．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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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鹤琴的小故事

（一）学做勇敢的人

有一天，阳光和煦，陈鹤琴同 1岁 10个月大的一鸣在草地上玩

耍，他们一起观赏花草，识别昆虫，玩得兴致勃勃。突然，有一只大

蟾蜍蹦了出来，一跳跳到一鸣眼前。这只蟾蜍长得特别大，一鸣以前

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蟾蜍，他脸上顿时露出害怕的神色。举起手来向

后退，并且喊叫说：“咬！咬！”陈鹤琴走过去，从地上拾起一根小

草棍，轻轻地去刺着那只蟾蜍说：“蟾蜍，你好吗?你也来同我们一

起游戏吗？”一鸣见爸爸在同蟾蜍说话，也就凑了上来，后来，他接

过爸爸递给他的草棍也去刺刺蟾蜍，起初一触就缩回来，仍显出有些

害怕的样子，但慢慢地他就平静下来，不再像当初那样害怕了。

一鸣 1岁 3个月时，有一次，陈鹤琴带他去看小学生演戏。剧场

里有 300多个小学生，戏演得很精彩，看节目的人常常兴奋得齐声鼓

掌。陈鹤琴想，这个当儿小孩子一般会产生惧怕的心理的，所以他一

抱一鸣进门，就笑嘻嘻地对他说：“你看，这儿有这么多的小孩子!”

后来，当戏演得十分精彩时，陈鹤琴预料观众一定会鼓掌，就先对一

鸣说：“我们也来拍手!”一鸣一听小孩子鼓掌，也就欢欢喜喜地鼓

起掌来。

他常对一鸣，一飞说：“堂堂男子汉，一身都是胆。”在一鸣一

两岁的时候，每逢乌云聚集雷电交加的天气，父母总是带他到屋檐下，

露台上，用手指着云对他说：“这里像一座山，那里像一只狗，这是

狗的尾巴，这是狗的耳朵。”又指着闪电对他说：“这闪电像一条彩

带，多么好看!”于是一鸣也很快乐地用手指指点点，看云看电，对

雷鸣电闪毫不惧怕了。平时，一鸣走路若跌交了，父母总是让他自己

爬起来，即使跌破了也不大惊小怪。他稍大一些学骑三轮小车，偶尔

车子倒了，人也翻倒在地，父母并没有对他说什么，他也慢慢地爬起

来，嘴里说一句：“汽车倒翻哉！”然后扶起车子重新骑起来。

http://www.baidu.com/link?url=QjDe6TS6JjKFuEndmHs6iXNNvXI9cXB_B9Q4aSQ4RdZc3d9ob5NmdvB1oBdFBDxGnLsnBS8-aJGVXaE4K-f8WaG8MlktJRyxgp-xvMHcC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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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今天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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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学习

一鸣很小的时候，只要一听说到外面去，马上就高兴得笑逐颜开、

手舞足蹈。他喜欢到野外去，喜欢看路上的行人和动物。陈鹤琴同家

人每天总忘不了抱他出去看看。

到了一鸣年龄稍大一点，略能了解人事的时候，陈鹤琴常常牵着

一鸣的手到街上去散步。凡是一鸣喜欢看的东两，陈鹤琴就停下脚步

陪他看看。比如驴子磨豆，机匠织布，衣庄里卖衣，市场里卖菜，煎

油条做烧饼，耍拳头变把戏等等。看的时候，一鸣有不懂的地方，陈

鹤琴就告诉他，使他的知识渐渐丰富起来。

在天气晴和的日子里，陈鹤琴经常带一鸣到野外去，让他抬头看

蓝天飞鸟，低头看草木昆虫，尽情地玩沙玩水，在旷野里奔跑撒欢。

陈鹤琴还教一鸣采集野花、草叶，捕捉蝴蝶昆虫，搜寻石子贝壳等作

为研究标本。

后来，陈鹤琴又带一鸣去各地旅游写生。一鸣六岁时就同父亲一

起攀登过黄山的险峰。在父亲的鼓励下，他沿途写生，将祖国山川大

海及农人、小贩等各种劳动人民的形象，都收到了自己的小小画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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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今天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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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洗漱好习惯

一鸣一岁半以前，父母天天用药水棉花替他清洗口腔。一岁半以

后，就用小牙刷轻轻替他刷，等到他三岁多了，就开始叫他自己学习

刷牙。开始，一鸣不喜欢刷牙，父亲就用种种方法来暗示他。例如在

盥洗室贴一张彩色图画，图上画了三四个儿童在一间美丽的洗脸室里，

各人拿一杯水一把牙刷，欢欢喜喜地在那里刷牙，旁边有个母亲笑嘻

嘻地看着他们。还有一次邻居小朋友来玩，陈鹤琴知道她肯自己刷牙，

就指着她对一鸣说：“她的牙齿多好看，多清洁，你若天天刷你的牙

齿，也会像她这样整齐好看呢！”平时大人认真刷牙，也是在为他做

出示范。一鸣自己刷完牙，陈鹤琴总不失时机地称赞他说：“呀！你

的牙齿是白一点，好看得多了。”一鸣听了非常高兴，渐渐地也就喜

欢刷牙了。一鸣洗脸刷牙固定在盥洗室，同时有自己的毛巾和用具，

陈鹤琴教他用自己的小毛巾洗脸，洗完后挂在规定的地方。洗脸时也

常常用“扫地扫壁角，洗面洗眼角”之类生动的俗语和故事诱导一鸣，

教会他洗干净眼角、鼻子和耳朵。并让他主动的的去洗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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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今天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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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饮食好习惯

一鸣吃饭和吃点心很有规律，定时定量。除了一日三餐外，每天

上午 10点左右，下午 4点左右是吃点心的时间，吃的东西不太多，

仅仅能够充饥罢了。家里人把食物放在橱子里，既不乱藏也不乱摊。

这样做，是为了让孩子知道食物应放在规定的地方，是大家吃的，不

该吃的时候不能自己乱拿乱吃。一鸣也曾经自己打开食橱拿东西吃，

被父亲制止教训了之后再没有发生第二次。所以一鸣吃饭时胃口很好，

身体也很健壮。邻居家的青儿则不然，他家里很有钱，什么鸡蛋糕、

杏仁酥、茶糕、饼干应有尽有。他的父母宠爱他，他什么时候要吃、

想吃多少都随他意。这样，他吃起饭来总是不香，肠胃不好，人也非

常瘦弱。

此外，一鸣小的时候，吃饭有自己的桌椅盘匙。吃饭时围好围兜，

独自一人先吃，等他吃完后，大人再一同吃。陈鹤琴认为这样较有利

于养成孩子良好的进食习惯。等孩子年龄稍大一些，基本形成进食习

惯，自制能力稍强一点，就可以同家中成人同桌而食，享受团聚之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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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今天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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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便溺好习惯

一鸣小时候有一只专用的大便椅子，其形状与普通有靠背的椅子

一样，不过略小一些。椅子座面上有个盖子，下面放一只铅皮桶。这

只椅子放在洗面室内，一鸣要便溺时，就会去洗面室把门关上。陈鹤

琴说，小孩子便溺须有定所，这样，他就能养成文明习惯，不会在外

随地便溺。此外，小孩子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这是很重要的。

陈鹤琴说，身体健康，不至因积便而发生毛病。至于时间，以早

晨醒来为最宜，次之晚间睡眠以前，总要有一定的规律。这种习惯从

小是容易养成的，孩子几个月时就可以开始训练。每天早晨喂了他以

后，就把他抱着坐在痰盂上，几天下来，这个习惯就能养成了。一鸣

刚开始训练时，第一天坐下一会没有排便，第二天这个时候再抱着坐

一会，到了第三天就有排便了。第四天正坐在便桶上时，外面响起了

锣鼓声，一鸣要出去看，妈妈就抱他出去了，结果打乱了规律。只好

又从头开始，大约坚持了一个星期左右，这个习惯就又养成了。可见

训练孩子的这一习惯，关键在父母。从小训练，养成好的习惯，可使

孩子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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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今天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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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睡眠好习惯

一鸣吃完午饭后，就到寝室里去休息了，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陈鹤琴认为，无论什么人，从生理上讲来，都应睡一刻午觉的。自晨

至午，做事半天，身体必定觉得疲倦。午饭后，稍睡片刻，必使精神

焕发，神情气爽了。况且吃饭以后，胃须静养，使之消化，否则，饭

后运动，有损于胃的健康。小孩子身体尚未发育完全，饭后尤须睡觉，

至于睡眠时间的短长，应视小孩子的年龄、个性及季节的不同而区别

对待。大的小孩子睡觉的时间当然比小的小孩子来得短，夏天的时候

一般都应午睡，冬天则未必。小孩子个性也应当照顾到。有的要睡得

长一点，有的要睡得短一点。对不要睡午觉的小孩子，最好让他安静

休息一会，如看看图画，跟他讲讲故事，以休养他的精神。

每天晚间的睡眠，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休息。每晚一鸣睡觉之前，

家里总有一些轻松愉快的娱乐和游戏，或是讲故事看图画听音乐，使

孩子心境平和快乐。保证充足的睡眠，这也是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的

重要内容。至于睡觉，陈鹤琴认为小孩子最好独自睡，至少是独睡一

床。他说，同小孩子同床睡固然可以就近照料，但其中害处也很多。

除了使小孩子不能安睡外，还易养成他的依赖性，影响其独立精神的

培养。陈鹤琴说，做父母的如果担心小孩子受寒，可以设法把他的被

服夹住，使他不能蹬开。一鸣小时独睡一床，略大些又独睡一室，睡

觉时穿宽松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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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今天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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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小孩子服从

有一天天气很冷，一鸣却不愿意穿大衣。陈鹤琴就指着邻居小朋

友对他说：“你要像青儿穿得一样好看。”一鸣依然不肯。陈鹤琴想

了想又对他说：“我替你穿衣服，穿好了，你就像一个将军了。”因

为一鸣平日很喜欢看兵和学兵，尤其喜欢学做将军，听了这话之后，

他就顺从地穿了，陈鹤琴马上称赞了他。

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今天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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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爸爸睡了”

一鸣两岁半的时候，有一阵子很热衷于吹洋号。一天清晨，他衣

服还没有穿好，就抓起洋号“嘀嘀嗒嗒”吹了起来。陈鹤琴听见了赶

紧走到他跟前，向他摆摆手，然后压低声音对他说：“不要吹，妈妈、

妹妹还睡着呢！”一鸣听到爸爸低声说的这句话，也就收起洋号不再

吹了。

又有一天，吃完午饭后，陈鹤琴在客厅里打盹，一鸣从屋外跑进

来同妈妈说话，当他发现爸爸正在睡觉时，马上低着声音对妈妈说：

“爸爸睡了。”然后就不作声了。

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今天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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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鼓励与赏识（自述）

我的儿子一鸣有一天将大小木块，搬到天井里去，用了许多力气，

费了许多时间，方才搭一座小小房子的样子。他搭好之后，很高兴地

跑过来对我说：“爸爸你来看我搭的一座房子。”我见了这座似是而

非的房子，也非常欢喜，就极力的称赞他，而且叫他再去搭。他玩了

木块以后，又跑到书房里去，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只动物。他画

了以后，又对我说：“象。这是尾巴，头耳朵，眼睛，嘴巴，鼻头。”

我回头一看，果然不错，就连说“好，好”。

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今天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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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二三”

一天下午，陈鹤琴手里拿着一架照相机，叫妻子把女儿秀霞放在

摇椅里，预备替她拍照。这时候，3岁 4个多月的长子一鸣突然跑来，

捷足先登，爬到椅子里去，也要爸爸替他拍照，陈鹤琴再三劝告他，

他就是不肯出来。后来，陈鹤琴笑嘻嘻地对儿子说：“一鸣！你听着！

我叫一、二、三。我叫三的时候，你就爬出来，爬得越快越好。”一

鸣看见爸爸同他玩，马上很高兴地答应了。说到“二”的时候，一鸣

一只脚踏在椅子的坐板上，两只手挨在椅子的边上，目光闪闪地朝爸

爸看着。等到爸爸刚念到“三”的时候，他就一跃而出，以显出他敏

捷的样子。

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今天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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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一鸣搬书

一鸣 3岁大的时候，有一天，他将自己的书搬到父母房里，作贩

卖的游戏。玩好以后爸爸要他将书整理好放回原处，一鸣不依，先说

要吃饭了，吃饭以后再放好，吃过饭，又说要睡觉了。陈鹤琴想出一

个办法，他对一鸣说：“我帮助你一同弄。”说完，就“嗨嗬，嗨嗬”

地叫着，替一鸣整理起来。一鸣平时最喜欢“嗨嗬，嗨嗬”地叫着搬

东西，立刻与爸爸一起“嗨嗬，嗨嗬”地把书籍搬到自己的书架上去

了。

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今天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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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向劳动人民学习

陈鹤琴与妻子俞雅琴带着一飞、一心、秀霞、秀瑛 4个孩子来到

江西泰和县文江村，住进了由他本人亲自设计的一所砖木结构的新居。

这所房子看上去倒也不错，只是房间墙壁的砖块裸露在外，既没有抹

泥，也没有粉刷。房间还堆放着一些木料，没有桌凳。正当大家感到

奇怪时，陈鹤琴对 11岁的一飞和 9岁的一心说：“这是我特意给你

俩安排的第一课。”然后，陈鹤琴请来一位泥工师傅，说：“他就是

你们兄弟俩的老师，你们兄弟俩要好好地向他讨教。”一飞、一心随

即挽起袖子，在泥工师傅指导下干起来了。弄好墙壁之后，陈鹤琴又

请来一位木匠师傅，让木匠打造桌凳，让一飞、一心做木匠的下手。

陈鹤琴又让秀霞、秀瑛拜当地老农为师，学习编草帘、打草鞋等杂活。

四个子女很快适应了江西农村的生活环境，跟老农一起有说有笑，打

成一片。房间里里外外装修一新后，陈鹤琴特地用大号毛笔书写了一

副对联“手足胼胝劳工神圣，泥工木工皆为良师”，并将它贴在大门

上，后又解释给孩子们听。使孩子们懂得，劳动人民长年累月干活，

手上脚上长出了老茧，而他们的心地是纯朴、善良的，是值得我们尊

敬的。

陈鹤琴要求孩子们从小学会手脑并用，热爱尊敬劳动人民。向

他们学习，努力学会劳动。他常对孩子们说，工人农民聪明得很。三

人行必有我师。不要错过，一切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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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今天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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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拿把凳子来给祖母坐

有一天，他孩子坐在小凳子上玩，祖母在他旁边站着，陈鹤琴进

屋来看见了，就对孩子说：“一鸣，你去拿把椅子给祖母坐。”一鸣

应了一声，立刻站起身来，搬来一把椅子给他的祖母。祖母接过椅子，

笑眯眯地坐了下来。陈鹤琴说，教孩子做这件事除了让他练习动作外，

更重要的是教他尊敬长辈。

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今天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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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一块破棉絮

无论什么人，受激励而改过很容易，受责骂而改过却比较难。小

孩子尤其喜欢听好话，听鼓励的话，而不鼓励听恶言。有一天，一鸣

拿了一块破烂的棉絮裹着身体玩。他考虑：我是立刻把他的破棉絮夺

去呢，还是用别的东西去替代？他仔细一想，还是用积极的暗示去指

导为好。于是他就对一鸣说：“这是很脏的东西，我想你一定不会喜

欢的，你是要一块干净的，对吧？你应当跑到房里去向妈妈要一块干

净的，好吗？”一鸣听见爸爸鼓励他，就很高兴地跑到房里换了一块

清洁的毯子。

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今天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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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不让吃糖

有一天吃饭前，一鸣要吃糖。陈鹤琴曾有过规定，所以不允许他，

他就“嗯嗯”地叫起来，陈鹤琴不去管他，径自走到旁边去了。祖母

被一鸣缠绕不过，就去拿了一颗糖给他。陈鹤琴见了立刻阻止，一鸣

没有糖吃就躲在地上大哭。这时大人们都没有去理他，后来他无法可

施，只得擦干眼泪从地上爬起来了。

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今天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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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要听《西游记》吗？

一天早晨，一鸣在床上乱跳，和他的小妹妹瞎吵瞎闹。陈鹤琴见

他们快要闯祸了，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听《西游记》吗？”他们一

听见爸爸要讲故事，立刻就不吵了。陈鹤琴说，他们所以要吵闹，是

因为没有好玩的事情做，假如只叫他们不要吵，不要闹，恐怕是不可

能的，如果强迫他们不许吵闹，小孩子一定感觉痛苦。这种时候，不

如先用代替的方法，使他们乐于服从，然后再告诉他们规则。

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今天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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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麟

张宗麟(1899—1976)，我国著名幼儿教育家，浙江绍兴人。毕业

于东南大学教育系。追随陈鹤琴研究幼儿教育，成为我国男性大学生

当幼稚园老师的第一人。曾创办《幼稚教育》月刊，发起组织幼稚教

育研究会和乡村幼稚园等。通过鼓楼幼稚园和晓庄乡村幼稚园的实验

研究，撰写了大量关于幼稚园课程的论文，主要著作有《幼稚教育概

论》、《给小朋友的信》、《乡村教育经验谈》、《幼稚教育论文集》

（与陶行知、陈鹤琴合著）、《乡村小学教材研究》、《幼稚园的演

变史》等。他的实验研究成果和理论论著在我国幼教界产生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



32

大事年表

1899年，出生于江苏宿迁县。

1901年，2岁时随父母回绍兴原籍。后就读于绍兴浙江第五师范、

宁波浙江第四师范，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1920年初，在袍谷敬敷小学任教。

1922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系。

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谢绝了多位教授选他当助手

的好意，毅然决定追随陈鹤琴研究幼儿教育，成为我国男性大学生当

幼稚园老师的第一人。

1925年秋，鼓楼幼稚园新园舍建成，定名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

验幼稚园，协助陈鹤琴全面开展实验工作，创办了《幼稚教育》月刊。

1927年 2月，与陶行知、陈鹤琴一同发起幼稚教育研究会。

1927年 3 月，与陶行知等一同创办中国最早的乡村幼稚园——

燕子矶幼稚园。9月，兼任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二院（幼稚师范）

指导员。

1928年，任晓庄学校教导主任。1930年，与女教师王荆璞结婚，

共同创办乡村幼稚园。后因遭国民党通缉，先后避祸于厦门、桂林、

重庆、湖北等地，任集美乡村师范校长、桂林师专教师、重庆教育学

院教务长、湖北教育学院教育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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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3 月，回上海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协助陶行知创办生活

教育社、国难教育社，出任光华大学教授、鲁迅全集出版社秘书长、

上海周报社社长、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训练委员会主办，并参加救国

会的核心组织，营救爱国七君子活动，编辑出版《西行漫记》、《鲁

迅全集》、《列宁全集》等。

1942年，参加新四军，后撤离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任江淮大

学秘书长。

1943年，任延安大学教育系副主任，被评为陕甘宁边区模范文

教工作者。

1945年 5月，经徐特立、谢觉哉介绍重新入党。

1947年后，任太行山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教育研

究室主任、北平军管会教育接管部副部长、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秘书

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高等教育部计划

财务司副司长、司长，重视教育质量和教育体制的建设，明确表示不

同意机械照搬苏联经验。

1957年，因在高级党校学习会上提出建立校长负责制、专家治

校等观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分配到教育部图书馆管理资料。

1970年起，下放安徽凤阳干校劳动。1972年因病回家。

1976年 10月 14日，在上海逝世。

1978年 12月，教育部党组予以平反，在追悼大会上，赞扬他“是

我们党的一位好党员，教育战线上一位老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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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格言

1．各种儿童教育之发达，以幼稚教育为最迟；各种教育之收效，

以幼稚教育为最难。

2．髫龄稚子，能力薄弱，充其量而为之，不足当成人一睐。于

是社会上对于各种教育之轻视，亦以幼稚教育为最甚。然而静心默思，

幼稚教育之重要实为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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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麟的小故事

幼儿园的节庆活动

1926年国庆节（当时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为 10月 10日）前，张

宗麟参观了一些幼稚园，本以为这时幼稚园一定正忙着组织孩子们准

备庆祝活动，是参观的好时机。但走了几处，孩子们全放假回家了。

于是他只得与幼稚园老师座谈，他当时有这样一段记录：

“……与之谈课程，偶及点心问题……旁坐之幼稚园主任插言曰：

‘去年圣诞节，我们做了很好的汤圆子，煮熟了吃，小朋友吃他自己

的东西，格外来得快活……’余乃询以圣诞节有何举动，主任答有庆

祝的表演，有提灯会，有礼物……余更询以此次国庆拟若何举动，主

任答小朋友年纪太小了，也做不来什么。大概庆祝会是要请他们参加

的，余乃默然。”

后来他说：“读者读此幼稚园主任之谈话，可以想出该园之办法，

外国化？抑中国化？吾国国魂所系之国庆纪念日，可以因小朋友无能

力而毫无举动；而吾国漠不相关之耶稣诞日，乃使无能力之小朋友作

种种举动，如此教育，是替基督教养成基督徒，非为中华民国教育国

民，如此教育，贻害吾国者实大，急宜设法干涉者也。”

1931年，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参观了福建龙溪育英幼稚园。

办园人是一位名叫林杏雨的青年，他动员妻子、弟媳、弟弟都来参加

幼稚园工作，这所幼稚园完全脱开了外国化的束缚，摸出了民族化儿

童教育的门径。仅以该园的设备来讲，既因陋就简，又符合儿童心理

生理特点。他们利用漳州出产的竹子、土货、沙石、废物等自制玩具、

教具，如积木、识字用的六角亭、计数用的掷圈器等。幼稚生的作业

如图画、手工、写字都有意识地按时间登记、保存并成为房间的布置

品。张宗麟称其为“一个极有研究精神的幼稚园”，赞誉它为“空谷

幽兰”，号召大家都去看看，去欣赏这株幽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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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今天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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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台梭利

玛利亚·蒙台梭利博士( Maria Montessori ) 是教育史上一位享誉

全球的、杰出的幼儿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位学医

的女性和第一位女医学博士。她所创立的、独特的幼儿教育法，风靡

了整个西方世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先进国家的教

育水平和社会发展。

蒙特梭利所倡导的教育理念是“教育不是为上学作准备，而是为

未来生活作准备”。其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帮助儿童的生命自然地成长

和完善，具体地说就是让儿童获得身体、意志、思想的独立，达到人

格、心理、智力、精神的完善。蒙台梭利教育法的特点在于十分重视

儿童的早期教育，她为此从事了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实验与研究；她的

教学方法从智力训练、感觉训练到运动训练，从尊重自由到建立意志，

从平民教育到贵族教育，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几代

优秀的人才基础。《西方教育史》称她是二十世纪赢得欧洲和世界承

认的最伟大的科学与进步的教育家。



38

大事年表

1870年 8月 31日，玛利亚·蒙台梭利出生于意大利安科纳地区

的基亚拉瓦莱。她的父辈是贵族后裔，她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

育。蒙特梭利虽是独生女，但父母并不溺爱她，而是注意对她的教育，

如要求她守纪律，同情和帮助穷苦和残疾的儿童。因此她幼年时就特

别关心那些不幸的儿童，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1875年，五岁时全家迁往罗马，开始了求学生涯。十三岁时，

她选择了多数女孩不感兴趣的数学，进入米开朗基罗工科学校就读。

1886年，以最优秀的成绩中学毕业，奠定了数学基础。进入国

立达芬奇工业技术学院，学习现代语言与自然科学。

1886年，十六岁进入工科大学，专攻数学。

1890年，因发现自己对生物有兴趣，进入罗马大学读生物，期

间对医学产生浓厚兴趣，遂决定学医。“女孩子学医”在当时保守的

欧洲社会里，被视为极荒谬且无可能。但蒙台梭利不顾父亲的反对（中

断经济上的资助）以及教育制度的限制，凭自己不屈不挠的努力，终

于获准进入医学院研读。由于她是班上唯一的女生，时常单独留在解

剖室做实验，与死尸独处；加之家人反对，沉重的压力无人可诉。但

蒙台梭利却能愈挫愈勇，培养出异于常人的毅力，为她日后献身儿童

教育，奠定了成功的基石。

1896年，二十六岁时获罗马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成为罗马大学

和意大利的第一位女医学博士。随即在罗马大学附属医院任精神病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7%E9%A9%AC%E5%A4%A7%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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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助理医生，在此期间，接触到智障儿童，开始只是帮助他们解决生

活困难，后来转而开始研究他们的治疗及教育问题。

1898年，蒙台梭利在意大利都灵的教育会议上发表演讲，她因

提出了“儿童心理缺陷的精神病主要是教育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

的独见解而引起了医学界和教育界的震动。教育部长随即任命她为国

立特殊儿童学校的校长。为了了解孩子们的需要和增进孩子们的智能，

蒙台梭利为学校的同事和罗马的教师们预备了一套对低能儿童的“特

殊观察法”，并且还研制出了各式各样的教具，帮助开发孩子们的智

力。两年以后，这些智障儿童们不但会读会写，而且还通过了当时罗

马地区为正常儿童们举行的公共考试，引起了举世震惊。

但是蒙台梭利并未沉醉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她想，既然缺陷儿

童经过合适的教育可以达到正常儿童的智力，那么正常儿童就能达到

更高的水平。他们的智力发展，要么是被抑制或被不正当的教育法所

贻误了，要么是开始得太晚了。她觉得，人类未来的幸福和世界和平

将寄希望于大多数的正常儿童身上，因此她毅然接受了新的挑战。

l907年 1月 6日，第一所“儿童之家”在罗马的贫民窟圣罗伦斯

区设立第一所儿童之家。不久，第二所儿童之家相继成立。

1908年第三所儿童之家——米兰儿童之家成立。

1909年出版重要著作《蒙特梭利教学法》意文版（意文版名称

为《应用于儿童之家的幼儿教育之科学的教育方法》）。首次师资训

练课程在罗马开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A3%E7%BD%97%E4%BC%A6%E6%96%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A3%E7%BD%97%E4%BC%A6%E6%96%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99%E7%89%B9%E6%A2%AD%E5%88%A9%E6%95%99%E5%AD%A6%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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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与墨西哥的修道院为地震受灾儿童成立学校。蒙特梭利

协会于罗马成立。

1911年意大利与瑞士的公立学校经政府当局认可正式采用蒙氏

教学法。巴黎成立蒙特梭利示范学校，英国也成立学校与蒙特梭利协

会。美国第一所蒙特梭利学校设立，为安妮·乔治所创办。辞去医师

工作与大学教职而全力投入其教学方法的扩展。

1912年美国麦克劳杂志以《在美国出发》为题长篇介绍蒙特梭

利。《蒙特梭利教学法》英译本出版。

1913年第一届国际训练课程在罗马开课。应麦克劳杂志之邀到

美国演说，于卡内基大厅发表专题演讲。受邀至发明家爱迪生家中做

客。

1914年荷兰儿童之家成立。著作《蒙特梭利手册》出版。克伯

屈出版《检视蒙特梭利系统》严厉抨击蒙特梭利教育。

1915年于洛杉矶与圣地亚哥开设训练课程。第三届国际训练课

程在美国旧金山开课。由美国教育协会赞助于旧金山的巴拿马太平洋

世界博览会上演讲。巴塞罗那成立第一所蒙特梭利学校。

1916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开训练课程。

1917年两册《高级蒙特梭利教学法》出版。访问荷兰，荷兰蒙

特梭利协会成立。最后一次访问美国。

1919年首次在英国开始训练课程，为期两月。之后，每两年前

往伦敦开课一次。

1922年受意大利政府任命为学校督导。维也纳成立儿童之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1%9E%E5%A3%A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99%E6%B0%8F%E6%95%99%E5%AD%A6%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99%E6%B0%8F%E6%95%99%E5%AD%A6%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1%E5%86%85%E5%9F%BA%E5%A4%A7%E5%8E%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8%B1%E8%BF%AA%E7%94%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B%E4%BC%AF%E5%B1%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B%E4%BC%AF%E5%B1%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B%E6%9D%89%E7%9F%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A3%E5%9C%B0%E4%BA%9A%E5%93%A5/88611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7%E9%87%91%E5%B1%B1/292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4%E4%B9%9F%E7%BA%B3/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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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获英国达拉莫大学颁赠荣誉博士学位。

1924年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开设四个月的训练课程。墨索里尼走

访各国调查蒙特梭利学校蒙氏与其相遇。

1925年获意大利政府支持，蒙特梭利教育于意大利复生。

1926年前往南美洲阿根廷演讲。阿姆斯特丹成立蒙特梭利中学。

在瑞士日内瓦的国家联盟演讲《教育与和平》。

1929年发表《宗教教育》专文。罗马成立师资训练学院。国际

蒙特梭利协会在柏林成立，第一届国际蒙特梭利会议于丹麦举行，会

议主题为《新教育》。

1930年罗马开始为期六个月的训练课程。

1933年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党统治意大利，下令关闭所有蒙

特梭利学校。致使蒙氏离开意大利，转而定居西班牙。国际训练课程

也于巴塞罗那开课。

1936年西班牙内战，蒙氏转往荷兰。《童年的秘密》出版。模

范学校与训练中心于荷兰的拉兰成立。国际蒙特梭利协会总部由柏林

迁至阿姆斯特丹。

1939年在印度开设训练课程。《大地的儿童》《青春期及青春

期之后教育的改革》《大学的功能》等出版。与甘地、泰戈尔会见。

1939年—1946年在印度有千名以上教师接受训练。蒙氏对婴幼

儿发展产生浓厚兴趣。

1944年以《生命的前三年》为题演讲。于锡兰举办训练班。

1946年出版《新世界的教育》一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5%A7%86%E6%96%AF%E7%89%B9%E4%B8%B9/8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2%A8%E7%B4%A2%E9%87%8C%E5%B0%B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5%E5%86%85%E7%93%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8%81%94%E7%9B%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7%E6%95%99%E6%95%99%E8%82%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9%E9%BA%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7%8F%AD%E7%89%99%E5%86%85%E6%88%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8%E5%9C%B0/3624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B0%E6%88%88%E5%B0%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4%A1%E5%8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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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应意大利政府之请回罗马重组蒙特梭利协会。返回印度

策划蒙特梭利大学，但因政治混乱而中止。伦敦蒙特梭利中心成立。

1948年《吸收性心智》、《了解你的小孩》、《发现儿童》等

著作出版。

1949年首次在巴基斯坦开课任教讲授。于巴黎获颁荣誉社团会

员奖章。

1949年—1951年连续三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1950年到北欧的挪威、瑞典演讲，获阿姆斯特丹大学颁赠荣誉

哲学博士。被委任在意大利佛罗伦斯召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

1951年第九次也是蒙氏最后一次亲自主持的国际蒙特梭利会议

在伦敦举行。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市开设训练课程。

1952年 5月 6日逝世于阿姆斯特丹，享年 82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B8%E6%94%B6%E6%80%A7%E5%BF%83%E6%99%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B4%E5%9F%BA%E6%96%AF%E5%9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A%E8%B4%9D%E5%B0%94%E5%92%8C%E5%B9%B3%E5%A5%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AA%E5%A8%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1%9E%E5%85%B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5%A7%86%E6%96%AF%E7%89%B9%E4%B8%B9%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B%E7%BD%97%E4%BC%A6%E6%96%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7%A7%91%E6%96%87%E7%BB%84%E7%BB%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A5%E5%9C%B0%E5%88%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0%E6%96%AF%E5%B8%83%E9%B2%81%E5%85%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5%A7%86%E6%96%AF%E7%89%B9%E4%B8%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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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格言

1．儿童教育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2．儿童的一切教育都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即帮助孩子身心自然

的发展。

3．我看到了，我忘记了；我听到了，我记住了；我做过了，我

理解了。

4．儿童的进步不是取决于年龄，而是取决于能够自由地观看他

周围的一切。

5．激发生命，让生命自由发展，这是教育者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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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台梭利的小故事

（一）你的帮助不是我想要的（自述）

有一天，我们学校的一群孩子又说又笑地围成一个圈，圈中间是

一盆水，水里浮着一些玩具。有一个两岁半的小男孩，他独自一个人

呆在外围。很显然，我们看到他充满了好奇。我在远方很有兴趣的观

察着他。他首先走近那群孩子，试图挤进去。但是他不够强壮很难挤

进去，接着他站在那里看了看周围，他脸上的表情是非常有趣。我希

望有一架照相机把这个情景照下来。他看到了一张小椅子。很显然，

他打算把它放在这群孩子的后面，然后爬到椅子上。他开始向椅子走

去，脸上闪烁着希望。但是，这个时候，旁边的教员用双手残酷地（虽

然说动作是轻轻地）抱起孩子，把他举过其他孩子，让他看到这盆水，

说：“来，可怜的孩子，你也可以看到的”。

毫无疑问，小男孩看到了浮在水中的玩具，但他却没有享受到用

自己的力量解决困难的乐趣。看到那些玩具其实并不算什么，而他所

做的努力将开发他的内心智慧。在这个事例里，教员阻碍了孩子的自

我学习，没有给他任何的补偿机会。这个小家伙打算让自己成为一个

征服者，但他发现自己被压制在一双手臂之间，无能为力。最让我感

兴趣的是刚才孩子脸上那高兴、焦急和充满希望的表情，但是现在它

们却不见了，留在脸上的只是孩子知道别人会为他做任何事情的傻傻

的表情。

小男孩看到了浮在水中的玩具，但他却没有享受到用自己的力量

解决困难的乐趣。那位教员不知道的是，看到那些玩具并没有太大意

义，这孩子为了看到那些玩具所做的努力才是最能开发他内心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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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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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子的哭闹到底是因为什么？（自述）

一位年轻的妇女领着一个大约 1 岁半的孩子和一群旅行者外出

旅游，走了一会，小孩累了，母亲就把他抱在怀里。但这样的劳累很

快就使得母亲感觉很热，她就放下孩子，脱掉了外套，然而当她把外

套搭在手臂上再次抱起孩子的时候。原本还安睡的孩子开始哭闹起来，

而且哭声越来越大。这位母亲想法让他平静下来，但全然无效。可怜

的母亲显然累垮了，自己也急躁起来。同伴们很自然地想帮帮她，大

家纷纷接过孩子来安抚，但孩子闹得更凶了，即使所有的人对孩子说

尽称赞和夸奖的话，也只能使情况更糟。孩子已经变得狂暴到了近乎

绝望的境地。

我相信这种反应是源自于在幼儿的内在秩序感方面的因素，就决

定去尝试帮助一下这位母校。我走到她面前，对她说：“要我帮你穿

上外套吗?”她惊讶地看着我，显然是被弄糊涂了，但她还是听从了

我的要求，穿好了外套。这时孩子立即平静了下来，也不再哭闹了，

还不断地说：“衣服……肩膀……”这表示“你的衣服在你的身上了”。

是的，母亲应该把衣服穿在身上。这似乎意味着“你终于理解我了”，

他笑着向他母亲伸出了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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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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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玩东西是孩子的心理需要

蒙台梭利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与孩子有关，不过不是普通的孩子，

而是有身心缺陷和精神病的患儿。蒙台梭利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她

从内心产生了一种无法抑制的想法：她希望能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

助到他们。蒙台梭利有着强烈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她善于站在患儿的

角度来分析和考虑问题，正是这种换位思考的方法和她扎实的理论功

底，令蒙台梭利很快就有了一个重大的突破。

有一次，她在住院部偶然发现一些精神病儿童在禁锢他们的那间

屋子的地面上乱抓乱扒，似乎是在寻找着些什么，她立即找来了管理

人员，问他们这些孩子吃饭了没有，管理人员回答说，他们刚刚吃饭，

而且都吃的很饱。后来，经过她多次观察，她终于发现了，患儿们通

过抓、握、摆弄能够拿到的东西，是要活动自己的手指，不是因为他

们饿，而是因为他们想，他们有这样的需要，这不仅是生理需要，更

是心理需要。

还有一次，蒙台梭利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女孩不顾妈妈的劝阻，硬

要去拣地上的脏糖纸，她的妈妈骂她，吓她，都没有让小女孩丢掉手

上的糖纸，她的妈妈又拿出一块很美味的蛋糕来试图让她丢掉手上的

脏东西，结果是，小女孩看都不看蛋糕，手里仍紧紧地抓着脏糖纸。

这就让蒙台梭利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儿童所喜爱玩的东西，比食

物更加重要。在这之后，蒙台梭利经过努力探索，最终创造出了蒙氏

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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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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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令人惊奇的专注力（自述）

当我把多年前对智障儿童研究时应用的原则和一些教具拿过来，

对圣洛伦佐的正常儿童做最初实验时，我发现一个约 3 岁的小女孩

全神贯注地摆弄一个立体插件，她把木质圆柱体从插孔中拔出又复位。

小女孩注意力集中，这令我十分惊讶，因为在此之前我未见任何孩子

对一件物品如此专注。我曾确信幼儿的特点就是注意力不稳定，不停

地从这件到那件物品，所以我对这一现象更敏感。

起初，我注意观察小女孩，绝不打扰她，我开始数她做练习的次

数。但我看她继续做了很长时间后，就把她和她的扶手椅一起搬到大

桌子旁.她立即拿起插座，横着放在椅子的扶手上，把圆柱体放在大

腿上，继续做练习。

于是这时，我请全体孩子唱歌，他们放声歌唱，但小女孩未受干

扰，短歌唱完后，仍在继续重复做练习。当她终于停止时，我刚好数

到 44 次，她停下完全不受环境刺激的干扰，满意地四下看看，仿佛

刚从恬适的睡梦中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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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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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蒙氏教学法中的“肃静练习”（自述）

我做出各种姿势: 站立，坐着，慢走，但都保持绝对的肃静。有

时一个手指活动就可以发出一丝不易感知的杂音，呼吸时可发出只能

自己听到的声音，但我绝不这样做，要尽量绝对地保持肃静。这不是

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一个孩子跟我学的时候，他想移动脚摆出更好

的姿势却发出了杂音，他动手臂时轻轻擦着坐椅扶手也发出了杂音，

他的呼吸也没做到像我一样没有声响绝对肃静。

我带领一部分孩子做这些练习时，其他孩子兴趣盎然地看着我们。

孩子们都尽量肃静，只能听到我偶尔发出简短的讲解。孩子们都对他

们从未见过或做过的事情感兴趣：他们惊奇地发现我走过去笔直地站

在教室中央，却安静得好像我没有出现一样。于是，他们全都竞相模

仿我，并试图同我做得一样。我着重向孩子们强调，脚移动时要悄然

无声，叫他们注意身体各个部分保持肃静，靠坚强的意志力实现静止。

随即他们就开始不断尝试、努力练习，教室里确实变得一片肃静，这

可不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安静——此时，开始听到挂钟的滴答声，随着

肃静越来越绝对，那种滴答声也变得越来越响。从外面仿佛寂静无声

的院子传来各种声音：小鸟的鸣叫声，孩子的走步声。孩子们对那种

肃静着迷，仿佛被一种实际成果所吸引。我对他们说：“现在，一切

寂静，仿佛空无一人。”

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关上窗户，挂上窗帘，对处于黑暗中的孩子

们说道：“现在，请倾听呼叫你们名字的轻微声音。”

于是，我走到孩子们身后的邻屋，通过打开的门，轻声叫他们的

名字，但把音节拖长，每个被叫到的孩子，都静静地起立，竭力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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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坐椅，踮着脚尖走路，这样仿佛听不到脚步声，但其脚步声却在持

续的肃静中，在其他所有人持续的静止中回响。他走到邻屋门口，满

面春风，跳进屋里，强忍住不笑出声，或用手拽住我的衣服，偎依着

我：或站立并观望在寂静中等待的同学。被叫到的孩子几乎感到是得

到一件礼物，一种奖励，尽管他知道大家都会被叫到，但“总要从班

里保持肃静最好的学童”开始。这样，每个孩子尽力做好，期待被先

叫到。有一次，我看到一位 3 岁女童竭力忍住不打喷嚏，并且成功

了！她用手按着抖动的前胸，凝神屏气，坚持到胜利。

这种游戏令孩子们着迷：他们专注的小脸，他们耐心的静止，显

现出他们在追求极大快乐。起初，我不了解儿童的心灵，曾想过让他

们看小糖果和小玩具，许诺把这些东西送给被叫到的孩子，我以为让

儿童做出类似努力，礼物是不可或缺的动力。但很快就发现这是徒劳

无益的。

孩子们在经过努力之后实现肃静，他们为此感到兴奋和快乐，如

同航船在乘风破浪之后抵达港口。他们对一切感到幸福：感受到新事

物，获得了胜利，这就是他们应得的报偿。他们忘记了许诺的糖果，

不介意取走我用来吸引他们的玩具。于是，我抛弃了那种无用的方法，

我惊奇地发现，不断重复的游戏越来越完善，甚至在我呼叫 40 多名

孩子并让他们走出的全部时间内，连 3 岁的幼童都能保持肃静。在

进行此类练习后，他们似乎更爱我了：他们确实变得更听话，更温良

和蔼。事实上，我们借外界隔绝并在短时间内融为一体。我对他们抱

有希望，我呼唤他们，每个孩子则在肃静中，依次听到我的呼唤，并

在那一时刻认为自己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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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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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孩子眼中的耶稣（自述）

有一次，我给一个约 20个月的男孩看一本漂亮的书——《福音

书》（由多雷作插图），这并不是一本儿童绘本，但多雷在书中复制

了多幅经典画作，比如拉斐尔的《耶稣显圣容》等。我选了一张耶稣

召唤孩子到身旁的图画，给男孩解释：“这个孩子正好靠在耶稣怀里，

其他孩子的头也都靠着耶稣，所有孩子都仰望着他，而耶稣深爱着他

们……”

这个男孩脸上没有显露出丝毫兴趣，我也假装不介意，就翻过这

一页，开始翻阅全书去寻找其他图画。就在这时，这个男孩突然冒出

一句：“他在睡觉。”

这话让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要知道，孩子的想法常常令我们成年

人意想不到，有时像谜一样让人费解。我问他：“谁在睡觉？”

他响亮而明确地回答：“耶稣，耶稣在睡觉。”他示意把书翻回

那一页，以便指给我看。

我再次翻开那副图，图上，耶稣的形象很高大，因为他在俯视着

下面的孩子，眼睑自然就下垂着，真的像睡着了一样。我明白了，原

来这个男孩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我们成年人从来不会去注意的

细节上。

我继续给他讲书上的插图。翻到一张画有耶稣的图画时停下，对

他说：“你看，耶稣从地上腾飞起来，人们都惊恐万状：这个孩子眼

睛斜视，那个妇女伸出双臂……”我明白这样解释不适合孩子，还有

图画也没有选对。然而，此时我感兴趣的是引出他其他令我意想不到

的回答，在如此复杂的画面上，将成人所见和幼童所见加以比较。但

这一次，他仅仅哼了一声，小脸上露出一幅不屑一顾的表情。当我开

始往后翻书时，他在触摸脖子上挂的兔形小饰物。突然！他喊道：“兔

子！”我想“这个小饰物让他很开心”，但男孩执意让我翻回《耶稣

显圣容》那页。确实，在《耶稣显圣容》的画面上有一只兔子。可是，

成年人又有谁会观察到这么一只小兔子呢? 显然，儿童和成人的心理、

个性截然不同，看图画时的角度也大相径庭。这种差别不是量的差异，

而是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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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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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禄贝尔

弗里德里希·威廉·奥古斯特·福禄贝尔（德语：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oumlbel，1782年 4月 21日－1852年 6月 2日），德国教

育家，被公认为是 19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几个教育家之一，现代学前

教育的鼻祖。代表作品有《人的教育》、《慈母曲及唱歌游戏集》、

《幼儿园教育学》等。他不仅创办了第一所称为“幼儿园”的学前教

育机构，他的教育思想迄今仍在主导着学前教育理论的基本方向。福

禄贝尔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世界各国幼儿教育的发展起到深远的影

响。福禄贝尔独特的幼儿教育学体系对 19世纪后半叶到 20世纪初期

的世界幼儿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所以被大家称为“幼儿教

育之父”。

福禄贝尔是教育史上第一个承认游戏的教育价值，并系统地把游

戏列入教育过程的教育家，而且在教育实践中, 福禄培尔一直重视对

游戏的研究，他认为游戏是儿童认识世界的工具，所以制除了一套供

儿童使用的教学用品，成为“恩物”，意为“上帝的恩赐”，其最大

的价值在于是可以帮助幼儿认识自然及其内在规律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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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1782年 4月 21日，福禄贝尔出生在图林根森林中的一个村庄奥

伯韦斯巴赫。出身德国牧师家庭，自幼丧母，童年没受过严格的教育。

1792年，10岁的福禄贝尔去小镇与慈祥的舅舅同住，开始得到

家庭的温暖。此后 4年中，他在当地的国民学校上学。15岁时不再

继续上学，成为林务官学徒，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

1799年 10月，他进入耶拿大学哲学科学习数学和植物学，当时

耶拿大学是德国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费希特和谢林等大哲学家都在

此讲学。

1801年，在大学学习 1年多以后，因无力缴纳学费而中途退学。

1802年，他的父亲去世。此后，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从事过土地

测量师助手、见习林务员、贵族农场会计等许多工作。

1805年，他受聘担任一所学校的教师，从此开始了他的教育生

涯。由于该校崇尚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福禄贝尔也对裴斯泰洛齐

产生了兴趣。他先后两次前往裴氏工作的学校参观学习，第二次留在

裴氏身边工作了两年。

1811年，福禄贝尔重返大学，学习数学、自然、科学等。此后

他当过兵，也在大学从事过科研工作。

1816年，福禄贝尔在家乡创办了一所学校，实验裴斯泰洛齐的

教育主张并取得了成功。

1826年，他的著名教育代表作《人的教育》一书问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E%E6%9E%97%E6%A0%B9%E6%A3%AE%E6%9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B6%E6%8B%BF%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9%E5%B8%8C%E7%89%B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0%A2%E6%9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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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年，激进的福禄贝尔受到政府当局的迫害，学校被迫关闭，

他本人也流亡到了瑞士。流亡期间，福禄贝尔在瑞士相继开办了几所

学校，继续他的教育实验，并将研究重点转向了幼儿教育。

1836年，福禄贝尔回到家乡图林根，开始指导和帮助母亲们教

养幼儿，并着手设计一套符合教育要求的游戏材料。

1837年，年已 55岁的福禄贝尔在凯尔豪附近的勃兰根堡创办了

一所“发展幼儿活动本能和自发活动的机构”儿童游戏活动机构，招

收 3～7岁幼儿，并运用自己在数学和建筑学方面的专长，为儿童设

计了 6套玩具，称为恩物（德语：Spielgabe；英语：Froebel Gifts），

以球、立方体和圆柱体为基本形态，供儿童触摸、抓握。与此同时，

他还开设了幼儿教师培训班。福禄贝尔的其他教育著作也在这一时期

相继出版，如《慈母曲及唱歌游戏集》《幼儿园教育学》等。福禄贝

尔的幼儿园活动受到了社会的重视，幼儿园在各地相继建立。

1840年，热爱大自然的福禄贝尔为这个机构创造了一个新词——

幼儿园（Kindergarten）。

1844年，勃兰根堡幼儿园迁往马林塔尔城堡。

1851年，德国当局下令取缔幼儿园，福氏因此遭受重大打击。

1852年 6月 2日，70岁的福禄贝尔在马林塔尔住宅的楼上安详

地去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E%E6%9E%97%E6%A0%B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1%A9%E7%89%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1840%E5%B9%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C%E5%84%BF%E5%9B%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6%9E%97%E5%A1%94%E5%B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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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格言

1．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操在掌权者的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

亲的手中。

2．教育无他，爱与榜样而已。

3．家庭是习惯的学校，父母是习惯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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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禄贝尔的小故事

“幼儿园”名称的由来

1837年，年已 55岁的福禄贝尔在凯尔豪附近的勃兰根堡创办了

一所“发展幼儿活动本能和自发活动的机构”儿童游戏活动机构，招

收 3～7岁幼儿，并运用自己在数学和建筑学方面的专长，为儿童设

计了 6套玩具，称为恩物（德语：Spielgabe；英语：Froebel Gifts），

以球、立方体和圆柱体为基本形态，供儿童触摸、抓握。说起这个机

构的命名，还有一个小故事呢！

1840年的一天，福禄贝尔从学校凯尔豪赶往图林根的途中，看见

莱茵河谷在他眼前舒展开来，就像一个天然花园。于是，他高呼“有

了！有了！学校名称就叫做幼儿园！”。

这个词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儿童像花朵一样在漂亮和睦的花园

里按照自然规律，像植物一样开心自然地成长的情景。成年人作用就

是按照普遍的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每人的独特帮助他们健康发展。专

业的幼儿园教师就是通过为人类幼苗提供适当的环境条件来促进他

们的自然成长和发展。

https://baike.baidu.com/item/1837%E5%B9%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1%A9%E7%89%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1840%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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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中蕴含的道理：

（1）

（2）

（3）

2.给教师和家长的启示: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