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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陶行知教育思想 

课程代码：000010144 

课程学分：1 

总 学 时：18/16（理论学时：14实践学时：4/2） 

适用专业：全校各专业 

使用年级：大二第一/第二学期 

课程类型：公共必修课 

一、课程概述 

（一）课程定位 
 

《陶行知教育思想》课程系我校重点开发的一门思想意识形态课程，积极促进大学生的

三观教育，但又要超越一般思想政治课程的领域局限，以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为核心，重点就

德育、生活教育、创造教育和职业教育引发学生深入的学习和思考，为学生良好德行、生活

能力、创造意识和职业素养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设计思路 

1.呼应我校办学宗旨，“教人做人”，即本课程以“教人做人”为根本宗旨。 

2.以校本教材《陶行知思想读本》为纲，择取典型篇章，结合学生的学业现实即未来生

活、工作的需求开展教学。 

3.重点引导学生加强道德、生活、创造、职业、文化教育。 

 

 

所属专业（部） 编订人 审定人（签名） 审定日期 

思想政治课理论教学部 杨琇玮  2020年  月 



 

二、课程目标 

（一）总体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一方面受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浓烈熏陶，为仁人志士的爱国、

爱生、爱教育的诸多情怀感动，激发效法先贤为国家奉献、为事业尽责的热情，将自己培养

成为“知行一致”“手脑并用”的人。 

（二）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①以陶行知的精神和思想引导个人良好德行的形成； 

②自觉按照陶行知德育思想提升个人品质； 

③按照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全面提升个人生活能力。 

④树立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自觉提升个人价值。 

⑤树立“生利主义”职业理念，自觉提高职业素养。 

⑥树立创新利国、利民、利己的理念 

⑦树立职业为国、为民、为己的生利观 

（三）能力目标 

①能够将理论思想与实际结合，自行解决德行、生活、创造（创新）、职业方面的问题。 

②能够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解决公私冲突。 

③能够用“功德”“私德”的标准指导和规范个人行为。 

（四）知识目标 

①掌握“知行合一”的概念和了解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意义及其价值 

②掌握“功德”“私德”的定义和了解陶行知关于德育的任务和内容 

③掌握生活教育思想的内涵和了解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④掌握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体系 

⑤了解陶行知创业教育思想与强国的关系并掌握创新创造的方法与途径 

⑥理解生利主义职业思想与个人发展的关系并了解职业素养的构成 

（五）素质目标 

①成为公私二德健全的人。 

②以生活为导向，强化生活能力的培养。 

③以职业要求为引领，从理论和技能方面强化职业素养。 

④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 



 

 

三、课程内容、教学基本要求及学时安排 

序

号 

课程内容 教学基本要求 
课

时 教学模块

（单元） 

教学课题 

（岗位群项目） 
能力要求 知识要求 

课程思政 

融入点 

1 陶行知的生平 

1.能够区别公德与私德 

2.能够使用德育思想指

导个人的德行修养 

3.能够将个人德行修养

与社会、国家秩序的维

护联系起来 

1.公德的概念 

2.私德的概念 

3.德育与家庭、社会、国

家良好关系的构建 

1.努力学习成才 

2.志向是学习和工作的动力 

3.努力工作，成就辉煌人生 

4.弘扬民族精神，促进国家和

社会进步 

5.树立民本思想，为大众服务 

2 

2 

陶行知的德育教育思想 

1.能够将个人创造能力

的培养与国家前途结合

起来 

2.能够在生活与工作中

发现创新需求 

1.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

提出的背景 

2.创造对强国的重要意

义 

3.创造力培养的途径 

1.认识德育对个人良好品质

及国民公德的积极影响 

2.树立“人中人”理念 

3.学做真人 

4.爱国 

5.培养大丈夫精神 

2 

3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 

1.能够以生活、工作为

导向，将学习与实践结

合； 

2.能够超越学校的局

限，将学习的视野拓展

的人生的各个领域。 

1.陶行知教育内容的主

张与生活的关系 

2.生活教育理论的内涵 

1.生活教育思想体现陶行知

的人文关怀 

2.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论体

系 

2 

4 

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 

1.能够以职业要求为导

向，树立正确的职业理

念。 

2.能够将学习教育与社

会实践结合起来，提升

职业素养。 

1.职业素养的构成 

2.职业素养养成的途径 1.创造的两大要素 

2.创造教育是陶行知强国愿

望的反映 

3.创造能力的养成 

2 

5 

陶行知的职业教育思想 

1.能够利用传统文化提

升素养 

2.能够使用传统智慧解

决生活、工作问题 

1.传统文化的概念 

2.传统文化的教育意义 
1.生利主义职业观的内涵 

2.生利主义职业观与国家、社

会的关系 

2 

6 

课程总结和课程实践报告

的写作(理论学习) 

能够按照课程总结的写

作理论，条理清晰、重

点突出地完成课程总结

的写作。 

1.课程总结的概念 

2.课程总结的结构 

3.课程总结的写作技巧 

1.掌握课程总结的结构和写

法 

2.掌握课程实践报告的结构

与写法 

2 

7 课程总结和课程实践报告

的写作(写作实践) 

提高课程总结和报告的

写作能力 

加强对课程结构和写作

技巧的认识 

认识应用文书的实用性，提高

学习的主动性。 
2 

8 课程总结和课程实践报告

的写作(纠偏指导) 

学会自己修改总结和报

告 

修改文章的方法和技巧 
树立或加强精益求精的观念。 2 

9 考试    2 



 

 

 

四、课程实施条件 

（一）主讲教师基本信息 

1.杨琇玮，讲师、一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2.陈圆，助教。 

3.李全应，副教授。 

 

（二）实践教学基本条件 

1.师资力量雄厚 

主讲教师都有教学经验丰富，能够把握住课程核心有效展开教学。另外，还有杨芸等多位经验老到的

教师作为本课程教学的参谋和后备力量。 

2.教材保障 

为了保证本课程的教学，现行组织专家编写了《陶行知思想学习读本》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外，搜集了大量与课程有关的影视、音乐、图片，为教学注入活泼的因子。 

 

（三）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出版课程教材《陶行知思想读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2.制作和不断修订完善教学课件 

3.搜集适用的影音材料 

 

五、教学实施 

（一）推荐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推荐教材 

《陶行知思想读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2.主要参考资料 

《陶行知文集》（四川出版社）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1.教学方法 

①读书指导法。要求学生课前预习指定文选，思考相关问题，完成相关题目； 



 

②理论教学法。教师向学生讲解陶行知的生平，德育的作用、内容，生活教育的理论体

系，创造教育的意义和实施要求，职业教育的主体内容，课程总结的写作要求等。 

③案例教学法。通过视频或口述案例，激发学习兴趣或引发思考或加深认识。 

④实践指导法。要求学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自觉践行陶行知教育理念，并保留凭证（工

作证明、工作照、证书），作为学业成绩考核依据之一。 

2.教具 

多媒体。 

3.组织形式 

①班级授课； 

②小组教学； 

③个别教学 

 

（三）教学评价与课程考核 

1.教学评价 

①教师是否严格按照本标准有效地开展教学 

②学生是否在思想、知识和能力上受到积极影响 

③学生的学习状态是否良好 

 

2.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办法 

 

①通过笔试考查学生对陶行知教育思想掌握的程度，占总评6成； 

②通过出勤及平时作业考查学生的学习态度，占总评4成。 

学生可以根据《<陶行知教育思想>课程评价标准》提交加分材料，任课教师谨慎审核后，在原有平时

成绩基础上予以加分。 

③试卷结构 

试卷由两道题目构成。第一题为课程学习总结，全面总结或专题总结都可以；第二题为陶行知教育思

想的实践报告或论述题，要求围绕某一具体的思想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