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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对当前大学生创新、创造教育

素养的培养有很大的助益，但教育家对其内涵的挖掘还比较

浅薄，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最大化其教育效果。此文不仅指

出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研究的两个途径——研读著作和归

纳观点，更深入研究提出的背景和动机，归纳相关观点，尤

其点名创新、创造意识培养以及实施的途径，希望有益于相

关研究和教育实践。 

关键词：创造教育；背景与动机；内涵与创造素养；实施途

径； 

 

解放后，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研究盛行于中小学教师当中，多作为教学方法

或教学策略的理论依据和佐证材料，缺乏深度。进入新世纪，高等教育越来越重

视大学生创新、创造素质的培养，逐渐将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纳入高等教育研究

范畴。惜乎，相关研究仍然未得其门而入，停留在浅层。若要在陶行知创造教育

思想研究上有所建树，至少要从两方面入手： 

第一，系统研读陶行知亲著创造教育文章，把握其精髓。充分占有材料是学

术生命的重要支柱，研究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不仅要研究《创造宣言》《创造的

教育》《创造的儿童教育》等几篇文章，还要研读《试验主义与新教育》《育才

十字诀》《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科学的孩子》《从五周年到五十周年》，从

而全面、深入把握陶行知创造教育提出的背景和动机，实施的方法和途径，以致

于关照到当今，启发大学生创造教育的实施。 

第二，精心归纳陶行知创造教育观点，升华其内蕴。科学总结观点是学术理

论得以深化的保证。陶行知尽管在多篇文章论述了创造教育思想，但观点破碎，

不成系统，需要研究者总结归纳，才能形成完整体系，展现出完整形貌，供创新、

创造教育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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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满怀爱国热忱的人士才可

能生发的，也是一个对祖国教育事业满怀热爱的人士才能提出的。 

（一）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建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 

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萌发于清王朝的的自救实践，建基于中国近代地主阶级

救亡图存的实际。不管是地主阶级有识之士提出的自救理论，还是统治阶级的自

救实践，都为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养料和基石。 

中国自明朝开始实施闭关锁国政策，致使科技发展停滞。而西方各国通过土

地兼并，发展科技和经济，纷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甚至开始了野蛮的海外扩张，

掠夺落后国家的经济果实。自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面对列强的长枪大炮，仍然

拿冷兵器对抗，甚至将战争的胜利寄托于神灵，高喊“刀枪不入”！统治阶级为

了苟延残喘，签订众多丧国辱国跳跃，赔偿大量财富，甚至割地。 

生死存亡之际，地主阶级少部分人觉醒起来，提出“师夷制夷”“中体西用”

的主张。1842年，魏源《海国图志》明确指出该出创作的动机：“是书何以作？

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的“师

夷”主要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技术上的长处，即师“夷之长技三：一战

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大力宣扬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自主制造

船炮。所谓“制夷”，就是抵抗侵略，克敌制胜，保全国家和百姓。冯桂芬《校

邠庐抗议》则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薛福成的

也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可见，魏源、冯桂芬、薛福成等先贤都救国危难的希望寄托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

术。 

魏源将“师夷长技以制夷”上升到救亡图存的高度，不仅仅是地主阶级先觉

者的眼界问题，更是一个爱国人士的情怀反映。受到魏源这一思想的影响，请朝

廷自 19 世纪 60到 90年代，开展了洋务运动，大力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

产和科学技术，希冀“自强”“求富”。 

19 世纪末，光绪皇帝甚至效仿日本“明治维新”，企图自上而下推动政治

改革，但也受到重重阻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 



分析清王朝自救失败的原因，可以发现，“师夷制夷”、洋务运动、戊戌变

法都有浓厚的模仿色彩，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陶行知把这种盲目的模仿称为“仪

型他国”。他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批判： 

仪型他国今之号称新人物者，辄以仪型外国制度为能事；而一般之士，见有

能仪型外人者，亦辄谓为新人物。虽然，彼岂真能新哉?夫一物之发明，先多守

秘密。自秘密以迄于公布，须历几何时?自公布以迄于外传，又须历几何时?况吾

所仪型者，或出于误会。以误传误，为害非浅。即得其真相，而辗转传述，多需

时日。恐吾人之所谓新者，他人已以为旧矣。不特此也。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

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

[1]35  

文中，陶行知指出通过模仿他国而达到创新是行不通。理由如下： 

1.西方各国为获得最大利益，不可能将最新的创造发明输入给中国，能输入

的肯定是落后，甚至淘汰的技术和产品。 

2.知识在传播过程，难免失真，反而带来危害。 

3.中外情况有别，照搬照套，不适用中国国情。 

针对清朝廷“仪型他国”的错误，陶行知在《育才十字诀》呼吁： 

以创造的工作来纠正空话与幻想。在共同努力制造学校上来学习共同努力创

造新中国新世界。[1]733 

文中，陶行知将中国富强的希望创造，通过符合国情的自主创新走上富强之

路。他在《科学的孩子》深切呐喊：“科学的世界里应该有一个科学的中国，科

学的中国要谁去创造呢？要小孩子去创造！等到中国的孩子都成了科学的孩子，

那时候，我们的中国便自然而然的变成科学的中国了。” [1]241陶行知深切地表

达了渴望通过培养具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来改变中国的落后的面貌，让中国跻身科

技强国之列，其虔诚之心可见一斑。 

（二）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发展于传统教育观的批判 

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是在批评中国传统教育种种弊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些弊端有： 



1.重视知识传承  忽略劳动教育 

传统教育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甚至主张“万般皆下品，惟

有读书高”，将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划分两个阶层，脑力劳动者治理体力劳

动者，居于社会上层；而体力劳动者表脑力劳动者治理，处于社会下层。这就从

意识形态上形成一种导向，有条件的人都争当读书人，通过学而优则仕成为剥削

阶级。这种错误的舆论导向导致对民族创新大业打击巨大。陶行知针对传统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的现象，一方面在《教学做合一之教科书》中指出“中国教育

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中国教育革命

的对策是使手脑聪明，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议”[1]303 ，另一方

面批判读书人“心里想和口里念，而手不做”，成了用脑不用手的半残废，甚至

讽刺脱离生活的传统教育是“大笼统，小笼统，大小笼统都是蛀书虫，吃饭不务

农；穿衣不做工”，把“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 

2.限制教育权利  影响知识普及 

奴隶社会时期，统治者为了掌控先进文化，避免奴隶掌握文化后对他们的统

治造成威胁，完全控制奴隶受教育的权利。封建社会时期，尽管没有明确控制百

姓受教育的权利，但是读书需要缴纳的费用超出的一般百姓的承受能力，使得教

育“成了少爷、小姐、政客、书呆子的专有品”。贵族阶层虽有学习权利，掌握

大量知识，但少有创新动机；平民在劳动中就算有创新意愿，也受学识限制，难

有成果。 

3.培养愚民观念  钳制创新意识 

传统教育在观念上传播周脓肿错误观念，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

勿听，非礼勿动”[1]377，把人民的眼睛、嘴巴、耳朵、手脚封闭起来，使他们成

为老实的庸人，导致全民创新动力不足。 

针对传统教育以上错误的理念，陶行知提出“在劳力上劳心”“普及教育”

“手脑并用”等主张，推动创新意识、创造能力的培养。 



4.教育观念陈旧  影响创新动机 

陶行知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中指出传统教育缺乏创新，源于五方面原因。

除了仪型他国之外，其他四方面分别是： 

①依赖天工。陶行知批判了部分中国人过分依赖自然力量，“役于物而制于

天也”，指出人应“役物而不为物所役；制天而不为天所制。惟其以人力胜天工，

故能探其奥蕴，常保其新焉。”这是主张通过人力改造自然，利用资额按智力。 

②沿袭陈法。陶行知指出一些人不分析情况，盲目仿照古人的经验和方法，

主张通过试验，即通过尝试新方法、新途径自得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并指出“能

自得，始能发明；能发明，则陈法自去，教育自新矣”。 

③率任己意。批判了一些人凭主观臆测行事，并指出“空想则无新可见；武

断则绝自新之路；不了了之，则直无新希望矣”的弊病，主张在掌握凭据的基础

上思考、判断和设法解决问题。 

④偶尔尝试。批判一些人凭主观热情，胡乱尝试，终止中途而废。主张尝试

应科学的计划，采取恰当的方法，用百折不回的气概和再接再厉之精神面对失败。 

通过背景分析，即可清醒认识陶行知造教育思想是陶行知抱着“我是一个中

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热忱，以及继承又批判了先贤富国强兵遗志

的动机下，针对中国传统教育提出的一种改革主张，其中饱含的爱国情怀可以深

入挖掘，作为当代大学生爱国教育以及创新、创造教育动机的有益材料。 

（三）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成熟于创造教育的实践 

陶行知不仅是一位教育理论家，更是一位教育实践家。他在教育实践中贯彻

自己的创造教育主张，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其理论，发表了《创造宣言》《创造

的教育》《创造的儿童教育》等多篇文章，完成了理论到实践的闭环探索，促进

了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成熟，不仅为当时的教育，也为当今的教育提供了创新、

创造教育的理论、经验借鉴。 

二、陶行知创造教育的内涵 

 



陶行知创造教育的内涵特别丰富，在理论上引导了创新意识和创新理念的培

养。 

（一）创造是实践与知识循环往复的结果 

陶行知曾经受到明朝理学家王阳明学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影响，

将名字从“文睿”改为“知行”。后来，他认识到知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

也就是实践先于认识，因此将王阳明学说改造后，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

成”理论[1]182 。 

可以将“行知”理论理解如下： 

首先，陶行知将行动视为理论的源泉，理论是行动的总结，在《湘湖教学做

讨论会记》一文指出“真知识是思想与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真知识是安根在

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长叶开花结实的是真知灼见”。[1]219又说“行动是思想

的母亲，科学是从把戏中玩出来的”[1]319，为了获得真知识，陶行知大力提倡“研

究学问要以事为中心；改造环境，要以事为中心；处世应变，也要以事为中心”。

这里的“把戏”和“事”都含有“实践”“行动”之意。可见行动之重要性。 

其次，知识与行动的相互作用是循坏往复的。陶行知在《思想的母亲》中指

出“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

生了行动，如此演进于无穷”。[1]319这段文字讨论了行动与知识的循环影响，首

先是人们在行动中遇到困难和问题，再由问题提出解决的设想和并尝试，又在尝

试中验证假设和得出结论，最后用结论指导行动。  

实际上，知识是在人类的时间中，不断获得新的认识，不断创新，又不断指

导新实践的过程。陶行知将行动、知识、创造的关系总结为“行动是老子，知识

是儿子，创造是孙子”[1]409，明确指出实践是知识产生的前提，行动和知识又是

创造产生的前提。  

（二）创造是行动与思想紧密结合的结果 

陶行知指出“文明是人类用头脑和双手造成的”[1]320，强调文明产生与思想

与行动。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中进一步突出这一思想，强调“我们必须重

提要着重创造，让学生自动的时候，不是让他们乱动，而是要他们走上创造之路，



手脑并用，劳力上劳心”[1]784。“手脑并用”和“劳力上劳心”主张把劳动和思

想结合起来。现实中，也唯有劳动与思想结合，人们才能有新发现，新的创造。

陶行知深刻论述“劳力而不劳心，则一切动作都是囿于故常，不能开创新的途径；

劳心而不劳力则一切思想难免玄之又玄，不能印证于经验。劳力与劳心分家，则

一切进步发明都是不可能了。所以单单劳力，单单劳心都不能算是真正之做。真

正之做须是在劳力上劳。”为了达成创造目的，陶行知又明确指出“我们主张在

劳力上劳心，不是主张劳力与劳心并重。……真正之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用心

以制力。这样做的人要用心思去指挥力量，使能轻重得宜，以明对象变化的道理。

这种人能以人力胜天工。”[1]187 

在当今社会，一个人要立志服务社会，光有强大的头脑或强大的行动是不足

够的，“一定要手与脑缔结大同盟”才行。陶行知指出的多数读书人害“软手软

脚病”，虽有强大头脑，终究缺乏动手能力，显得呆头呆脑；而一般的工人农民

害“笨头笨脑病”，大都粗手粗脚。 

陶行知希望通过改造教育和普及大众教育，“使受教育者都能实践力行，从

行动上去求得真知识；并使大众组织起来，自动去做他们的事；而仅用脑的知识

分子，要使他们变成兼用手的工人，仅用手的工人、农人等都变成兼用脑的知识

分子”。[1]587  

（三）创造是生活与教育启迪的结果 

1.以生活为内容，培养学生创造能力 

陶行知认为教育从生活中来，只有以生活为内容的教育，才能激发人们解决

生活问题的主意，也就是引发了创造的灵感。他指出创造教育，非但要教，并且

要学要做，强调教学做合一，尤其重视做在教育中的地位。 

“教学做合一”是在陶行知在改革教育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陶行知认为

传统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存在“重教太过”“教学分离”等痼疾，教育领域普遍把

教育简化为教师灌输与学生接受灌输的过程，不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一味灌输；

学生除了受教，别无他选。陶行知尖锐控诉教与学分离的现象“一来先生收效很

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2]87-88呼吁“教学二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

应当合一的”。基于此，陶行知在主持南京高师教务工作时就把“教授法”改为



“教学法”，并逐渐完善为“教学合一”。他强调“做的最高境界就是创造”，

[2]533-534“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奋斗，是探

寻出路”。[2]P651“教学做合一”理论的丰满，突出了实践的价值，发展了“教学

相长”的思想，甚至被陶行知作为晓庄师范的校训，用以指导学校的教学，主张

教师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师生教与学的活动都要统一于“做”上。

这种以“做”为中心，或者说以实践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正是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

的核心所在。 

2.以教育为主导，启迪学生创造能力 

陶行知一方面指出儿童都具备一定的创造能力，一方面又批判传统教育抑制

了儿童创造力的培养与发展，认为儿童的创造力被固有的迷信、成见、曲解、幻

想层层裹头布包缠起来。陶先生力图打破传统教育的负面影响，明确创造教育的

方向是“启发解放儿童创造力以从事于创造之工作”，[2]P537并“把他们的头脑灌

输成科学化”，“使他们为自己创造，为社会创造，为国家创造，为民族创造”。

[2]P509陶行知创造教育不仅重在解放儿童的创造力，而且还要使人人都能创造，把

创造教育的功能扩大到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扩大到国家与民族的兴旺发达。

陶行知大声疾呼“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以实

现创造教育的普及，进而达到“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

的目标。[2]P5 

而实现创造教育的方法，陶行知非常推崇启发式教学法。他认为一位好先生

不在于教书，而是在于引导学生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1945年 1月， 陶行知在

《创造的社会教育论纲》明确创造教育的方法是“主观-启发；填鸭-自动；一粒

一粒-整口；教授-自学”。[3]P606-607根据《小学教育与民主运动》，创造教育可以

理解为采用启发式、自动式、手脑并用式、教学做合一式的方法取代主观主义的、

填鸭式、被动式的教学方法。可见，启发就是启发学生的自觉性，激发创造欲。

自动则强调学生创造的内部动力，学生自觉、主动地通过创造实验来锻炼创造力。

自助、自导是指通过学生之间的互相帮助、自我引导、互相辅导来达到“举一反

三”和“闻一知十”的学习效果，师生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

以求共同创造。 

具体而言，可以从学生的“三个需要”入手： 



①需要充分的营养。小孩的体力与心理只有得到适当的营养，才能发生高度

的创造力。 

②需要建立良好习惯。具备良好习惯，才能解放改变思维，而能够积极追求

高层次的研究。 

③需要因材施教。培养儿童的创造力要根据他们的特点予以适宜的培育，才

能促进个人长处的开发与利用，使个人价值得到体现。陶行知主张学生“如有特

殊才能的，也应加以特殊的教育，使其才能能充分发挥”，以期“各得其所”，

也就是主张采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他在《创造的儿童教

育》指出“培养儿童的创造力，要同园丁一样，首先要认识他们，发现他们的特

点，而予以适宜之肥料、水分、太阳光，并须除害虫。这样，他们才能欣欣向荣

否则不能免于枯萎”。这是强调教师要对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

教学，各扬其长，各得其所。 

三、陶行知创造教育实施的途径 

实施陶行知创造教育，需要从几个方面入手： 

（一）端正思想 

许多人受制于落后的思想，限制了自己，甚至影响他人的创新。因此，实施

创新教育必须突破思想障碍。 

1.树立时时处处都可创造的观念 

陶行知在《创造宣言》中指出一些人将不能创造归因于环境或能力： 

有人说：环境太平凡了，不能创造。平凡无过于一张白纸，八大山

人挥毫画他几笔，便成为一幅名贵的杰作。平凡也无过于一块石头，到

了飞帝亚斯，米开朗基的手里可以成为不朽的塑像。[1]737  

有人说：我是太无能了，不能创造，但是鲁钝的曾参传了孔子的道

统。不识字的慧能，传黄梅的教义。慧能说：“下下人有上上智。”我

们岂可以自暴自弃呀！可见无能也是借口。蚕吃桑叶，尚能吐丝，难道

我们天天吃米饭，除造粪外，便一无贡献吗？[1]738 



陶行知不仅予以深刻批评，还指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

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1]739 

诚如陶行知所言，只要我们多关注生活，从生活中发现问题，寻找就绝问题

之方法，随时随地都在创造。 

2.生命不止  创造不止 

“汗干了，血干了，热情干了，僵了，死了，死人才无意于创造。只要有一

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往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

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
[1]740

这段话语的思想很明确，只要生命还在，我们

就要以积极的心态创造。 

3.关照生活  立足社会 

陶行知《教育建设》指出创造的教育就是“以社会为学校”“学校和社会打

成一片”的教育，强调“我们要把学校的围墙拆去，那么才可与社会沟通。这种

围墙不是真的围墙，是各人心中的心墙。各人把他的感情，态度从以前传统教育

那边改变过来”[1]617通过这些论述，我们深刻认识到陶行知的创造教育主张将教

育的视角投射于广阔的社会，关照人类的生活，而非局限于学校纸上谈兵、闭门

造车。 

（二）提供支持 

为了促进人们的创造，社会不仅仅要在物质上提供支持，更要在精神上提供

支持，鼓励创造。 

1.相信儿童的创造能力  营造民主气氛 

儿童对万物有天然的好奇心，喜欢去探索。有些家长不相信孩子的创造能力，

反对他们探索，甚至将孩子的探索行为看做“破坏活动”，予以强烈的制止，逐

渐抑制了孩子的创新意识。陶行知在《创造的儿童教育》中倡议家长“认识小孩

子有力量。我们加入儿童生活中，便发现小孩子有力量；不但有力量，而且有创

造力。我们要钻进小孩子队伍里才能有这个新认识与新发现”。[1]750  



传统家长制过于专制，不利于创造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应当改变。不管在什

么情况下，家庭、社会和学校对创新应抱有民主的态度，这才有益于创造。陶行

知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谈到：“创造的民主是动员全体的创造力，使每个

人的创造力得到均等的机会，充分的发挥，并且发挥到最高峰，所以创造的民主

必然与我以前所课的民主的创造有关联。民主的创造。是要使多数人的创造力能

够发挥。……民主的创造为大多数人的创造，承认每一个人都得到创造的机会，

这是与专制的创造不同的地方。”[1]781 

2.松开束缚创造的枷锁  实施六大解放 

承上所述，专制不利于创造，应当营造民主气氛。陶行知为民主气氛的营造

提供了六条途径，即“六大解放”，他在《从今年的儿童节到明年的儿童节》中

指出：“我们要想创造新民族，只能提倡科学的看，科学的说，科学的听，科学

的动！”[1]377在《创造的儿童教育》又详尽论述了相关内容。 

①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他们能想。层层束缚儿童创造力的裹头巾必须撕下来。 

②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他们能干。手是人重要的感觉器官，让孩子多动手是

促进智力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手的活动，可以获取更多的外部信息，这些信息

能促使大脑积极活动，促进孩子的大脑发育，使孩子心灵手巧。不动手，创新无

从谈起。陶行知指出“中国对于小孩子一直是不许动手，动手要打手心，往往因

此摧残了儿童的创造力。……爱迪生得到了母亲的了解，才一步步的把自己造成

发明之王。那时美国小学的先生不免也阻碍学生的创造力的发展。我们希望保育

员或先生跟爱迪生的母亲学，让小孩子有动手的机会”。[1]752 

③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他们能看，不戴上有色眼睛，使眼睛能看事实。 

④解放儿童的嘴，使他们能谈,特别要有问的自由，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创

造力。这一解放是在批判家长专制、教育专制的基础上提出的，他从“中国一般

习惯是不许多说话”入手，指出“小孩子有问题要准许他们问。从问题的解答里，

可以增进他们的知识。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又称“小孩子得到言论自由，特

别是问的自由，才能充分发挥他的创造力”。 

⑤解放儿童的空间。这一解放针对学校教育的枷锁进行了批判：“现在鸟笼

式的学校，培养小孩用的是干腌菜的教科书。我们小孩子的精神营养非常贫乏，

这还不如填鸭，填鸭用的还是滋养料，让鸭儿长得肥胖的。我们要解放小孩子的



空间，让他们去接触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青山，绿水，日月，星辰以及大社

会中之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自由的对宇宙发问，与万物为友，并且向中

外古今三百六十行学习。创造需要广博的基础。解放了空间，才能搜集丰富的资

料，扩大认识的眼界，以发挥其内在之创造力。”[1]754主张打开牢笼，让孩子能

够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扩大认识的眼界，取得丰富的学问。 

⑥解放儿童的时间。这一解放，批判了“现在一般学校把儿童的时间排得太

紧。一个茶杯要有空位方可盛水。现在中学校有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

升学考，一连考几个学校。有的只好在鬼门关去看榜。连小学的儿童都要受着双

重夹攻。日间由先生督课，晚上由家长督课，为的都是准备赶考，拼命赶考，还

有多少时间去接受大自然和大社会的宝贵知识呢？”[1]754他更进一步指出“一般

学校把儿童全部时间占据，使儿童失去学习人生的机会，养成无意创造的倾向，

到成人时，即有时间，也不知道怎样下手去发挥他的创造力了。创造的儿童教育，

首先要为儿童争取时间之解放”，[1]754要求学校不要把学生的功课表填满，不逼

迫他们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他们；而要给学生提供充足的空间

和时间消化学问。 

参考文献 

[1]陶行知．陶行知文集[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 1版． 

[2]陶行知．陶行知全集[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 1版. 

 

（本文发表于《民办高等教育研究》 2017 年第 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