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三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



一、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及发展

（一）对中国旧教育的反思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以儒家学术为核心的教育内容对历代学子产生

一些负面影响。

1.注重经典学习，缺乏生活关照

儒家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

缺乏农业耕种、手工制造、经济营销

等生存知识和技能的教学。



一、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及发展

（一）对中国旧教育的反思

2.培养政治人才，低级趣味驱动

①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一、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及发展

（一）对中国旧教育的反思

3.教育弊端横生，负面影响巨大

旧教育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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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及发展

（一）对中国旧教育的反思

4.教学方式落后，缺全面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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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及发展

（二）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理念

生活教育的理论源泉是杜威的教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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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生活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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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来源是 [填空1] 的 [填空2]。

2.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是在反对 [填空3]

中心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与 [填空4] 中心论相符。

3.陶行知 [填空5] 论和 [填空6]论 是在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

即社会”的基础上颠倒而成。

4.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中， [填空7] 论是在杜威“从做中学”丰富而

成。

作答

填空题 7分



一、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及发展

（三）在教育中开展理论探索和实践

1917-1927，理论探索

1927-1946，实践完善
生活教
育理论



二、生活教育理论的体系

（一）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本质论。

1.生活的含义

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

①自然生活

②社会生活

2.生活即教育的含义

①以社会生活的一切为教育内容；

②在生活情境中接受教育



二、生活教育理论的体系

（二）社会即学校

社会即学校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范畴论。把学校的范围扩张到

整个社会，有以下好处：

1.师生关系扩大化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2.教育内容扩大化

一切有用的知识和技能都可成为教育内容。

3.教育时限扩大化

（与终身学习理念相呼应）



二、生活教育理论的体系

（三）教学做合一

社会即学校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

1.“做”的含义

利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问题的一切实践性行为。

2.以“做”为中心

“在劳力上劳心，是用心以制力”，将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统合在做

上。

①老师的教以做为中心，便于直观形象，提高教的效果。

②学生的学以做为中心，利于理解掌握，提高学的效果。



1.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中的本质论、范畴论和方法论分别是 “[填空

1]”“ [填空2]”“[填空3]”。

2.“教学做合一”论的中心是“[填空4]”。

作答

填空题 4分



三、生活教育的目标

生活教育
的目标

改造的精神

健康的体魄

农人的身手

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



预习作业
1.自学陶行知文选《创造宣言》并思考问题：

①人们以哪些理由推脱不能创造？你有这些现象吗？

②你在崇拜别人的创造时有没有想过自己去创造？

2.自学陶行知文选《创造的儿童教育》并思考问题：

①你在幼儿时是否因拆卸玩具被长辈责骂？对你有什么影响？如果你

当父母，准备怎么对待孩子拆卸玩具的行为？

②解放创造能力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③从文中得到哪些培养自己创造力的启发？



期待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