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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父良师益友，独立爱国助人” 

——采访陈鹤琴女儿陈秀云女士 

 

陈秀云女士简介 

陈秀云，陈鹤琴先生之三女，1927 年 10 月生于南京，1 岁搬至

上海学习生活到 15 岁，后随父迁至江西，在江西幼师学院学习。五

十年代曾在团中央学校部工作，后任北京市丰盛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

长、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等职务。离休前，在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工作。现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北京市陈鹤琴教

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关心下一代专家委员会常委，北京教育

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持编写了《陈鹤琴全集》六卷以及大型画册

《为中华儿童尽瘁的教育家陈鹤琴》等，约计 450 余万字，为抢救、

整理、保存陈鹤琴先生倾其一生创造的宝贵教育文化遗产做出了杰出

贡献。 

开篇语 

我们于 2017 年 8 月 9 日上午拜访了陈秀云先生位于北京紫芳园

的家。我们进门的时候陈秀云先生已经在桌前就坐等待我们一行人了，

时而的咳嗽声和疲惫的神态都在提醒着我们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为

了成全我们此次拜访所要忍受的身体的不适。整个访谈总共持续了大

概两个半小时，随着访谈的逐渐深入，老人的咳嗽声愈加频繁，可是

脸上和眼睛里一扫刚见面时的疲态，闪耀出的光芒正如老人讲述的那

段岁月一样充满了热情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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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那些年 

我的父亲-慈父、良师、益友 

幼儿时期的慈父，青年时期的良师，成年后的益友，这就是陈秀

云先生认为对父亲最恰当的评价。 

父亲说：“我们教小孩子必须先要了解小孩子的心理。若能依据

小孩子的心理而施行教育，那教育必有良好的效果。”父亲认为小孩

子是：好动的；好游戏的；好奇的；好群的；好模仿的；喜欢成功的；

喜欢别人赞许他的。在了解小孩子的上述心理特点之后，教育小孩就

容易多了。根据父亲的家庭教育理论，父母教育小孩必须遵从以下原

则：父母教育小孩子，最好用积极的暗示，不要使用消极的命令；父

母一方面要以身作则，成为孩子学习的榜样，另一方面还要替孩子选

择良好的环境，让他从小接受良好的环境模仿；游戏式的教育法，父

母应该陪同孩子一起做游戏，充当他们的朋友和伴侣，不应该骤然命

令小孩子停止游戏；按照小孩子的年龄知识予以适当的做事动机，对

做错事的小孩不要姑息也不要过于严厉，对别人的行为，父母要以辞

色表示是否赞许的态度，给小孩子看和听。 

自私自利可耻，服务他人为乐 

人人皆吾师，处处有学问 

让子女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 

父亲信守养育教育并举的育儿理念，关注儿童，尤其是关注儿童

的健康问题，重视良好习惯的养成。每天早上以做、想、见、闻、录

的记录步骤规划自己一天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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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养成了受益终身的良好习惯。  

父亲最反对的是自私，他一直教育我们要助人为乐。在父亲的影

响下，家庭里的每个成员都以服务他人为乐。父亲自己特别喜欢帮助

别人，也要求我们这几个子女这样做，他经常跟我们说你们有条件上

学接受很好的教育，但是你们学到的知识不应该仅仅是属于你们自己

的，父亲带领我们把家里的客厅布置成教室的样子，就这样办起了“街

头儿童学校”把街头的流浪儿童都组织到家里来读书识字。那时我还

不到 9岁，还没有黑板高，就站在椅子上为周围的小朋友们上课教他

们学文化了，父亲说你知道什么就教给他们什么，现在看来其实这也

是陶行知先生说的“即知即传。 

人人皆吾师，处处有学问的谦虚好学的态度也是在童年就被父亲

影响形成的，尊重每一个人，从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上学习获取知识和

经验，活到老学到老，恰恰与当代终身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 

父亲很看重榜样的力量，所以要求子女做到的他也是这样要求自

己的，小孩子如果处于一个好的环境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都是好的

事务正面的言行，那么孩子自然是会受到好的影响。父亲是一个勤奋

好学的人，他每天早上都要早起读书，在他的影响下家里没有一个人

睡懒觉，父亲也从来不吸烟打麻将，在他的影响下家里没有人会玩这

些，我们的娱乐就是读书、看电视或者工作。 

家庭观念-独立、爱国、助人 

父亲陈鹤琴先生，一生中经历了不少风雨磨难，建国后也屡遭误

解。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他独立、爱国、助人的信念，无论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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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何地，他都坚守着这个信念，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着我们几

个子女。从小的独立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助力了我们每个兄弟姐妹后来

的发展。哥哥姐姐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我对加入组织的向往

更加强烈，也是在父亲、兄弟姐妹以及很多优秀共产党人的影响下，

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更加热爱祖国，拥护党，对祖国，同时也

对幼儿教育事业，充满了热情与动力，愿意终其一生为之奋斗。 

在我们的采访中陈秀云女士对每一位故人朋友都以同志称呼，她

说：“对我而言，同志是最高尚、最纯洁的称谓，其中包含着我们这

一代人的信念、情谊与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这份感情，现代的年

轻人是很难理解的，但是那些长期与我并肩奋斗、相互扶持的故人朋

友也只有同志可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和怀念。 

教育理论-目标、课程、方法 

父亲的“活教育”理论分为目标论、课程论与方法论三大纲领。

目标论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课程论为：大自然、大

社会都是活教材；方法论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等。 

父亲的理论时至今日仍然被很多知名幼儿园所借鉴遵循，不论时

代发展到什么地步，儿童成长和教育的基本规律不会变，父亲“活教

育”理论仍然为幼儿教育组织、幼儿教育者以及幼儿父母们在幼儿教

育活动中提供着恰适的理论和方法。 

在这里尤其要对中国的父母们说，父母应该承担起家庭教育的重

任，不要以为把孩子交给幼儿园、交给学校老师便万事大吉，家庭环

境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是学校和老师永远无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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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做个好父母，父亲也列出了以下几条原则：父母对待子

女要公平，在孩子面前采取同一态度，不可朝令夕改；父母对待子女

要有相当的礼貌，不可以因为孩子年龄小而欺骗他们，这会令他们对

父母的信任大打折扣；改正孩子的坏习惯时，要留心避免养成另一个

坏习惯；做母亲的切不可背着丈夫去宠爱她的小孩子，若孩子正在接

收父亲的惩罚，母亲的心软溺爱会导致孩子更加任性不听话，甚至欺

骗父母。这些家庭教育原则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是父亲在对我们七

个子女进行亲身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总结出来的科学教育原则，也是

父亲怀着无比热爱儿童的心怀提炼出来的爱的箴言。这一家庭教育理

论，是父亲送给天下为人父母者最美好的礼物。 

展望未来之路——继承、弘扬、发展 

陈秀云先生提到，在过去的几十年我主要承担了陈鹤琴思想的整

理和传承工作，随着年事增高逐渐有年轻人愿意投身到陈鹤琴思想的

发展和传承中来。近年来，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弘扬，多数由一

直从事此项工作的我的儿子柯小卫以及陈研会的同仁们共同承担，也

呼吁更多的幼儿教育组织幼儿教育者以及幼儿家长们学习父亲的“活

教育”思想并将其实践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使真正优秀的幼儿教

育理论得以继承和弘扬。同时，也希望更多幼儿教育专家在新的时代

背景下，在继承父亲理论的基础上加强研究，使“活教育”真正的活

出新的精彩篇章。 

幼儿教育-问题、建议、希望 

谈到当代的幼儿教育问题，陈秀云先生表示有几点看到的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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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要给幼儿教育的研究者和践行者参考改进。 

1.教育的改革具有其必要性，但是要更合理更精简。领导要把握方向，

肯定正确的纠正错误的。现在的教育改革往往具有分散主义特征缺乏

教育上位部门的指引，办学应该有整体的共同的目标，不提倡分散办

学。 

2.教育的创新，要建立在基础扎实的基础上，首先要保障教育基础的

稳定性，然后才能逐步进行创新实践。 

3.要肯定教师的重要地位。重视教师、关心教师、注重教师队伍建设。 

4.要重视学生思想工作。学校相对集中是进行思想教育最佳阵地。 

5.要重视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 

6.改善现在普遍存在的幼儿教育小学化的问题。 

7.幼儿阶段培养为人服务的意识即可，要求不要高于幼儿的能力发展

规律，注重品质的培养。 

8.幼儿阶段最重要的是健康教育。 

 

                                  访谈人：彭海蕾 杨焱 

 

(本次访谈得到张铁道博士悉心指导，真诚致谢！目前部分文字尚在整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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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8 月于陈秀云先生家中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