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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育实践课程中生活教育理论的渗透 
◆苏菁菁 

（德化职业技术学校  福建德化  362500） 

 
摘要：陶行知教育理论具有切实的应用价值，可帮助各个教师创新理解

教育事业。本文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的生活教育理论为主，将文章分解

为三部分进行研究。首先，文章对渗透生活教育理论的要点进行分析。

其次，文章对教师培育实践课程中的现存问题进行简述。 后，文章对

具体的生活教育理论渗透方法展开叙述。望文中内容，能为各个教师专

业性培育者，提供一些生活教育理论渗透方面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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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师需要定期参与专业培育，提升自身的教学专业性。但在

培育教师专业性的过程中，需要渗透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培
育教师养成专业教学能力的同时，提升教师的综合素养。因此，
当前多数教师培育实践课程中，都会以生活教育理论作为主要的
培育思想。但观察一些渗透生活教育理论的课程可知，并非所有
课程都能有效应用生活教育理论。因此，如何在教师培育实践课
程中渗透生活教育理论，仍然需要相关培育人员进行简单研究。 

一、在教师培育实践课程中渗透生活教育理论的要点 
（一）培养教师德行为原则 
生活教育理论中，强调生活即教育和教学做合一。这表示，

教师个人在社会和生活中的德行素养，也将一五一十的呈现在课
堂中。当教师个人拥有较高的文化涵养和专业教学能力时，教师
能够妥善完成教书的责任。但教师拥有教书育人两种责任，教师
必须凭借自身的德行，身体力行对学生进行德行教育。因此，在
教师培育课程中，需要以培养教师德行作为核心原则。 

（二）培养教师爱心为目标 
教师需要有爱心，才能以正确的姿态面对班级和学生。当教

师未产生爱心时，教育教学对于教师来说，只属于一种单纯的工
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法与教师建立情感交流，学生在情感方
面的需求教师无法满足，将降低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本着提
升教师专业性以及综合素养的原则，教师培育实践课程中，也应
渗透培养爱心这一生活教育理论内容。 

（三）培养教师的真实性 
教师是学生学习生涯中，十分重要的参照物。学生会随着教

师的一举一动进行模仿，即使学生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思维逻
辑，他们也会或多或少受到教师的影响。生活教育理论中表示，
学校教育需要与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结合。教师在课堂中为学生
传递真实信息，也会令学生成为真实的人，继而真实的生活在社
会中。反之，学生将成为虚假之人，成为社会发展的隐患。因此，
教师培训实践课程，也需培养教师的真实性。 

二、教师培育课程中现存问题简述 
（一）培育流于表面 
部分教师培育实践课程中，培训人员认为各个教师已经拥有

专业的教学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他们只会对一些存在于
表面的问题进行提醒，例如帮助教师调整面部表情等等。这种培
育模式，只能短期内改变教师的教学习惯，但无法令教师成为更
具专业价值的教育人员。部分德行存在问题的教师，他们的问题
并未被挖掘和解决，教师培育将失去开展价值。 

（二）并未开展思想教育 
培育实践课程中，常出现单一的实践培育。即要求教师们在

课程中验证课堂所学，却不会在培育过程中，分解生活教育理论
进行剖析。部分对陶行知教育理论具有求学思想的教师，他们的
疑问将无法在课堂中得到解答。培育实践课程无法满足学习者的
学习需求，培育课程将不具有开展意义。 

三、教师培育实践课程中生活教育理论的渗透方法 
（一）以学术讲座为主，更新教师理论经验 
校方可以适当更新教师培育实践课程的开展形式，可先组织

教师参与学术讲座。邀请教师进入专业教授所开办的陶行知“生
活教育”主题学术讲座中，听取和记录专业人员对于教育教学行

为的意见。教师在听讲的过程中，需要仔细记录讲座内容，无论
自己是否理解，都需要将内容进行记录和整理。当教师完成记录
后，可将讲座中讲到的内容，与生活教育理论进行匹配。例如，
当教授强调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关系时，教师可将教学内
容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帮助自己拓宽教学视角。 

（二）以网络课程为主，碎片传达教育信息 
校方也可以开通网络课程，要求各个教师在下班时间内，观

看网络课程，并将课程中提到的生活教育类信息，有效融入到日
常教学计划中。校内管理人员可以在教师确认已经学习网络课程
后，不定期进入教师课程内听课，分辨教师是否在教学过程中，
融入或落实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当教师能够带有爱心，将自己
知识经验倾囊相授，并十分重视每位学生的学习质量时，说明教
师已经逐渐落实“爱满天下”的教育精神。 

（三）以公开课程为主，检验教师掌握能力 
校方可以在校内举办公开课评选活动，每位教师都可以报名

参加。校内教师以及教育管理人员，可以按照报名顺序挨班听课。
听课的过程中，听课教师可记录讲课教师的教学经验，持续补足
自身应用生活教育理论的经验。而教育管理者，应该对教师的教
学质量进行评价，检验教师是否在学习的过程中，完善掌握实践
经验。 

四、结语 
综上，文章以教师培育实践课程为主，介绍了三种不同的实

践课程开展形式。研究结果表明，教师必须要听从专业人员的讲
解，既要掌握生活教育理论的实际内容，也要在教育教学的过程
中，不断调整和验证生活教育理论的应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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