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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的三大原理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其核心就是启发,启发

所有人改造社会生活的觉悟、手脑结合的实践创造能力,去改造生活,创造新的人生,创造新的中国、新的世界。本文旨在通过

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探寻教育的本真,并在工作中不断地践行和传播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 

[关键词] 陶行知；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本真 

 

陶行知先生说过：什么是生活教育？简而言之,“生活

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之教育”。从定义上说理论,“生活教育

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怕必需的教育”。它是以“生

活”为逻辑起点与归宿,以“生活”为中心、为基础的。生

活是教育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教育只有和生活结合才能成为

教育；教育要是脱离了生活,便不是教育。教育必须与生活

相结合,生活是教育的灵魂和生命。本文将从中国教育的现

状中探寻教育的本真,用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找回离

我们远去了的——“人”！ 

1 中国教育的现状 

基础教育的现状：不断频发的校园欺凌事件；湖南弑师

案；那些砸向老师的凳子；那些捅向老师的刀子；课堂上任

性喝酒的学生；家长对犯错学生的过度溺爱；让老师毫无尊

严退让；让老师的威信斯文扫地；让教育跪着生,让孩子野

蛮地生长。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我们的教育希望看到的结果

吗？ 

1.1 当今教育的悲哀：当今教育中的权利、自由、快

乐......一道无形的墙把教室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学

生无法无天,老师束手束脚,教育变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你们

所希望的吗？站着教书的老师,很多都躺着离开教室,没个

好下场。跪着教书的老师,虽说尊严扫地,良心蒙尘,但好歹

能够苟延残喘,苟且偷生。 

两袖清风上讲台,人见人欺谁人怜？跪着的老师绝对教

不出站直的学生！ 

1.2 当下教育的伤痕：我们作为教育人 不愿意看到是

学生被潮流裹挟成长的考试机器、政府层面片面的追求的教

育 GDP、学校层面高举着高考指挥棒的应试教育、家长层面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思想、教师各有偿补课以及与生

活脱节的教育......。 

是谁偷走了教育的美好？是什么让教育失去了方向？

是什么让师生关系如此紧张？有没有这样的一所学校？学

生被视作完整的人,而不是考试的机器；每个人得到关爱,

不会因为成绩的高低,让多数人沦为陪读；拒绝用一把尺子

衡量所有的学生,让每个孩子发现自己的优势；学习知识的

同时,学会与世界和睦相处,不畏竞争的同时,学会必要的妥

协；学会从点滴的生活中,体味幸福,而不是把一切寄托于

“远方”；让教育回归本真,留住孩子与生俱来的无限可能。

我想陶行知先生早在一百年前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生活即

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正所谓：问津教育三句话,

看透教育一百年！ 

1.3 生活教育论理应成为教育人的信仰与“圣地” 

陶行知先生说过：“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

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

是死书本。”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活教育讲师团团长汤翠英

教授,当年从陶行知先生的爱徒——方明会长手中接过南

京晓庄师范校旗和生活教育讲师团旗的时候,她就将自己

的一生都倾注在了传播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之路上。她走

到哪里,生活教育的旗帜就飘扬到哪里；只要给她三尺讲台,

寻根、问本、铸魂、筑梦,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和“魂”

必是永恒的主题；她所到之处,无论是田间、地头、餐桌、

宿舍、操场、课间休息室都可以成为她播陶的阵地；播陶

结束之时,身边永远都会围绕一群“陶花”、“陶子”和“汤

粉”。教育人无不在她身上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她无愧于

“中国播陶第一人”的称号！在当下文化发展大繁荣、实

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教育必须紧跟时代主旋律,要大力

弘扬陶行知教育思想,将行知文化汇入到主流教育去。时代

呼唤陶行知,素质教育需要陶行知,教师要学陶行知。陶行

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是中华民族一份极其珍贵的精

神财富。我们要用陶行知人格的力量、学术的力量、信仰

的力量、爱满天下的力量、真善美的力量,提升教师的精气

神,是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正能量。才能真正实现陶

行知先生的教育理想：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 

2 生活教育是立德树人的根本,决定了教育的价值取向 

陶行知先生说：没有生活就没有教育,教育要依附于

人的生活才能存在。没有纯粹的教育,不能为教育而教育,

教育必须通过生活产生力去解决人生问题,改造社会和改

造生活,这样存在才意义。因此我们在学生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形成和确立时期,要抓好这一时期的养成教育。我们

的习近平总书记堪称传播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典范。他曾三

次在讲师德修养时提到陶行知先生的名言：“千教万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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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他在北师大座谈

会上也说道：现在,扣扣子这项再平常不过的技能,却升华

出了青年要注重价值观养成的另一层深意,“第一粒扣子

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青年之于国家,如初春,如朝

阳,不仅是青年人自己人生中 珍贵的时期,也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未来。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怎么扣,

青年时代的第一步怎么走,决定着一个人能否走好一生的

路,同时也是每一代青年都必须答好的一道人生考题。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这个价值

观。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就是先

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曾记得我在就读师范院校的时

候,进入校门所看到的第一幢大楼上,赫然高悬着这八个大

字：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也成为了学校的校训。虽然二

十多年过去了,但它依然是我求学生涯中 难忘怀的八个

字。德行不高,何以为师？其身不正,何以为范？教育与师德

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有什么样的师德,就有什

么样的教育。 

3 生活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紧密结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中的“社会即学校”,体现了陶行知

的育人途径。从生活目标内容出发,育人的途径应该是开放

的、伸张的,把学校一切伸张到广阔的社会和大自然中去,

与人民和万物亲近,而不应当是狭隘的、封闭的。教育目的

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生活力。 

3.1 研学旅行成为促进生活教育与社会教育桥梁和纽

带。2016 年 11 月《教育部等 11 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

学旅行的意见》(教基一[2016]8 号）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帮助中小学生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开阔眼界、增长

知识,着力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教育部提出了推进中小学研学旅行的意见。其作用就是在

践行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让教育回归它的本真。 

开展研学旅行,不仅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

担当；而且有利于推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引导学生主动适应社会,促进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的深

度融合；让学生回归到大自然去,培养学生的生活力和文明

意识。 

研学旅行让孩子们旅行中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感受中

华传统美德,感受革命光荣历史,感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

增强对坚定“四个自信”的理解与认同；同时学会动手动

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进身心健康、体魄强

健、意志坚强,促进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2 社团活动的开展成为促进生活教育的催化剂。社

团活动的开展培养了学生组织策划能力、人际交往能力、

团队合作精神,特别是促进了学生领袖意识和领袖才能的

萌发。社团活动为学生健康个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轻松自

由的环境,它在时间上突破了传统课堂的束缚,在空间上打

破了教室的限制,在活动方式上灵活多样,在活动内容上由

学生自由选定,在活动参与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是协助者、

辅导者。在社团活动中学生可以找到自己的“闪光点”,

他们可以在某种活动中充分显示自己,从人的自尊感的源

泉中汲取力量,增强了自主性和自信心。 

我们的劳技室就是生活教育社团的主阵地,学生们在辅

导老师的指导下,利用一些废旧材料,可以自主设计一些小

制作、小发明,如用废课桌制作六边形的阅读台、用矿泉水

瓶盖制作社团徽标、用废旧洗发水、洗衣液瓶子制作绿植花

瓶装点劳技室等,充分发挥了孩子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完

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理一些生活中问题。与此同时,他们

的交际能力与团队合作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些习惯了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公主、小王子在辅导老师的指导下,

也学会了基本的烹饪和厨具的使用,自己配置做出的菜肴也

吃得特别的香。他们也才真正体会到了陶先生所说的：滴自

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先,

都不算好汉。 

4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在教学方法上的具体化,让教

育回归它的本真 

教学做合一既是对生活和教育关系的进一步阐述,又

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教育的方法是根据学的方法；

学的方法是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便怎

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是先生,在做上学的

是学生”。课堂教学作为师生活动的中心环节和基本的组织

形式,是学生获取知识、锻炼能力和提高各种技能的主要途

径。学生不再是消极、被动的知识的接受者,不是程序化的

机器,而应是主动、积极的知识的探索者、是课堂的主人。

必须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把课堂的时间、空间、学习过程

都还给学生,课堂管理由教师主持向学生民主管理转换,课

堂探究由学生单干向发挥学生团队合作转换,真正实现了

“课堂是学生展示才华的舞台,教室是学生自由求知的殿

堂”。 

5 生活教育促进家校的沟通,有利于构建和谐的育人环

境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论告诉我们：生活教育就是以生

活为中心的教育。不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不

以生活为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在家里,父母是孩子的启

蒙者；家长的一言一行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自己的孩子。父

母如果在家里对长辈不好的,其孩子对家人也不会好到哪里

去。在学校,教师是孩子的表率,其言行举止,甚至兴趣爱好、

衣着打扮等,都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某幼儿园在

母亲节前邀请母亲和孩子到园里开展亲子活动,让孩子们在

肚子里塞上东西鼓鼓囊囊的,学着母亲当年怀胎十月的样

子。然后将母亲的眼睛蒙上,让孩子牵着母亲的手,一边引导

着母亲向着目的地走去,一边不断地提醒母亲哪里有障碍物,

然后历尽磨难终于到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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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活动中,孩子们通过自身的体验,感受到了母爱

的伟大。母爱是从不求回报的爱；母爱是无私和勇敢的爱；

母爱是超越时空的爱；母爱是毫无保留的爱。在老师的鼓

励下,孩子们都大胆地说出了自己心里对母亲的爱。回到家

里,这些小公主、小王子都知道主动帮母亲分担家务劳动

了。 

生活教育不仅培养了孩子的良好的行为习惯,促进了家

校的和谐发展；还促进了家长对学校的理解与认同,使家庭

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6 生活教育与德育是相辅相成的,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光大 

生活教育与德育是相辅相成的,不能脱离了生活去谈德

育,也不能只谈德育而缺失了生活的教育。只有将教育与实

际生活相结合才能培养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态度和能力,并

学会在学习与生活中与人交流、探究学习的能力,努力培养

学生在学习中生活,在生活中学的素质,才有助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2017 年 11 月,国务院发文要求：全面复兴传统文化。

因此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

示好中国形象理论成为全民的共识。从 2017 年 12 月开始,

本校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将地方的戏曲牛娘戏引进校园,

竟然引进了很大的反响。没想到这一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戏曲,

学生们第一次听到,竟然是那么的津津有味,而且笑声不断,

而且还吸引周边的居民前来驻足观看。戏曲晚会结束之后,

一些学生还饶有兴致地问老师：下一次的牛娘戏是什么时候

啊？由此可以看到,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光大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 

7 结语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随着社会形式的变化与资深教育

实践的深入,对于今天乃至未来中国和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

仍有着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与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是中国

与世界教育宝库中的一笔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如今的教师,

已不仅仅是简单的“传道授业解惑者”,更是学生完美灵魂

的塑造者,培养有道德,有思想,有才能,有潜力的学生,才应

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

心,一生秉烛铸民魂。”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

队”的筑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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