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教育教学研究（2） 2020.2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与陶行知理论的结合
刘冬然

昆山市秀峰中学  江苏 昆山  215300

【摘要】传统教育现在存在着填充式，灌入式的模式问题，剥夺学生思考能力，与教死书，死读书无异。结合陶行知先生

的生活教育理论，践行到初中语文课堂的教学中来，贯彻其一个理论，三大原理，四种精神，五大主张。做到理论和教育

行为上的高度统一，对当代课堂的语文教学大有裨益。本文将其理论框架展开，与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相结合，在初中语文

的教学课程中，应做到优化课堂教学，让学生当主角，体验课堂的乐趣，教师应担当总舵手的角色，在保证和引导大方向

不出问题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有效的参与到语文学习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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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的精髓可以高度概括为一个理
论，三大原理，四种精神，五大主张。将陶先生的教育
精髓应用到初中语文的课堂教学中，做到理论和教育行
为上的高度统一，对当代课堂的语文教学大有裨益。

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本质核心即生活教育，生活教
育和传统教育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陶行知认为，传统
的教育是吃人的教育，是教学生死读书、读死书，剥夺
了学生自主思考与学习的能力，这样的一个人，从小学
念到大学，与吸食海洛因的家伙无异。再加上月考，学
期末考，毕业考等一系列考试，身体坏了，脑子也僵化
了，培养成了应试教育的怪物。

1 陶行知教育理论框架主要如下：
一个理论，指的是生活即教育理论；三大原理，

分别指的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的起源论，陶行知先生

认为教育来源于生活并间接或者直接影响并改造着生
活。因此，在日常的语文教育中，因多培养当代学生的
语言环境，使其处于一个浓厚的语言学习氛围当中，在
生活中爱上语文，在生活中应用语文，最终反哺于课堂
教学。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论的场所论。社会本身
就是一所更大的学校，我们当前的初中语文课堂教学，
应该多普及社会热点，以及弘扬社会主义正能量。为学
生以后踏入社会做好铺垫。

教学要做到知行合一，是生活教育论的方法论。
即按照生活教育理论，去认真贯彻语文课堂中的教学。
行动是认知的开始，要“有教先学”和“有学有教”。
同时否定填鸭式和注入式的教学方法。

综合陶行知先生的理论，身位教师的我们在语文
课堂上，应该提高学生在语文教学中的参与程度和主导
性，激发学生思维，让学生称为课堂的主角。相对于以
往的“灌鸭式”课堂，老师单一的讲解，只会造成学生
死记硬背的结果。因此，教师需要围绕学生展开和组织
教学活动，在开放性课题的讲解上，教师不能大包大揽，
应该引导和活跃学生的思维，进而为学生提供自主的学
习和提升机会。在自主学习过程中，教师并不是完全放
手，而是在发挥学生自主性的同时，积极鼓励和引导，

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点拨和讲解，从而可以帮助
学生有效的突破思维定式，提高课堂的整体效率。而在
像语文复习课这种课堂时，如果只是老师一味枯燥的、
重复的进行讲解，难免会造成学生注意力下降，课堂氛
围枯燥等情况，因此，教师可以让学生代替老师进行讲
解，活跃课堂气氛。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针对学生出现
的问题、和观点，都应该重视。在解答学生困惑的同时，
更注重引导学生通过交流、辩论、挖掘、总结等进行更
深层次的学习，改变以往灌输的教学模式。总而言之，
在初中语文的教学课程中，应做到优化课堂教学，让学
生当主角，体验课堂的乐趣，教师应担当总舵手的角色，
在保证和引导大方向不出问题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有效的参与到语文学习中来。

同时其教育理论还蕴含着四种精神，“爱满天下”
的大爱精神；“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
精神；“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创
造精神；“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
求真精神。

“爱满天下”的大爱精神，指明了我们教师平时
在课堂教学中，应带着对学生的爱，对党的爱，以及对
祖国的爱，用爱去做教学，学生也自然会被爱所感化，
一个充满爱的老师，会培养出一批充满爱且感恩的学生。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
指明了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应该具有奉献精神，主动去为
学生做事情，为其考虑，将自己奉献于培养学生的环境
中，不予所求。发扬“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的奉献精神。

“敢探未发明的心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敢
探未发明的新理，即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
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
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
的人即是创造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教育家，
因此我们教师在平时要多学习和发扬这种精神。努力培
养自我创造和开辟精神，提升硬核实力。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说
的就是教师首先要教育学生做一个真诚的人，学生也就
应首先学做人，学做真诚之人，学做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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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主张是：行是知之始、在劳力上劳心、以教
人者教己、即知即传、六大解放。行是知之始，是陶行
知的哲学思想，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
础。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即知即传都是具体
的教学方法。在劳力上劳心，即主张手脑并用；以教人
者教己，即主张教学相长；即知即传，则是主张随学随教。

2 结束语
总之，想要真正的实现高效且生动的初中语文教

学课堂，教师决不能闭门造车，需要结合陶行知老先生
的生活教育论，树立正确的教学观，选择合适的教学方
法，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同时需
体现教育来源于生活，在生活中学习的教学理念。将奉
献和爱挥洒在课堂上，提高学生的课堂主动性和积极程
度。让学生自觉的参与到语文课堂的学习当中，激发学
生的创造精神和思考能力，提升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拓宽学生的思路，提升学生的语言素养，丰富学生的文
化底蕴，使学生不断进步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实现
自己身为教师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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