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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创造更精彩
——基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初中创客教育活动的实践探究

胡建萍

（无锡市广丰中学，江苏 无锡 214011）

摘要：陶行知先生是现代人民教育家，毕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正是他献身于平民教育事业的

写照。21 世纪是创客时代，创新思潮空前澎湃，以创新造物为荣

的创客精神赋予了人们前所未有的使命感。创客教育是创客文化

与教育的结合，基于学生兴趣，以项目学习的方式，使用数字化

工具，倡导造物，鼓励分享，培养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

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一种素质教育。而陶行知教育思想运用于

创客教育活动，能够提高孩子们在创客教育活动中的积极性和成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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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格局风云变幻，中国迫切希望从“制

造大国”转型为“智造大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依靠人

才教育。为此，初中创客教育必须面向未来，把培育未来国民的

创造力放在首位。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方面应试教育根深蒂固，

许多学生深陷“茫茫题海”苦不堪言；另一方面科技通讯手段日

新月异，又有许多学生经不起电子诱惑，被沦为“低头族”“游

戏族”。初中创客教育如何面对这一时代挑战？陶行知教育思想

犹如一盏学海明灯，照亮了初中创客教育活动之旅。

一、理论阐述和领悟

本部分先从生活教育、创造教育、行动教育和民主教育四个

维度来，分析陶行知教育思想对培养孩子们创造力的指导意义，

为进一步在初中创客教育活动中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打下坚实的

基础。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说：“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

族和人类的命运。”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人工智能化的大背

景之下，教师应该深思：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是会考试

的人，还是会创造的人？陶行知教育思想无疑对我们战斗在第一

线的许许多多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1. 生活教育

陶行知先生提出“生活即教育”“教育生活化”：只有生活

里起了好的变化，教育才算起了好的变化。传统教育者为教育而

办教育，教育与生活分离。没有生活教育的校园，对学生来说就

像鸟笼一样不自由，学一套做一套导致孩子精神荒芜无所适从。

比如说，学校校规要求学生“勤俭节约，不浪费粮食”。有

一位学生把校规背得滚瓜烂熟，甚至在作文里也标榜自己“勤俭

节约，不浪费粮食”，然而一回到家里的餐桌上就原形毕露，只

见他对妈妈百忙之中做的饭菜没有丝毫感恩，不停地数落饭菜不

合他的口味，一会儿说盐多了，一会儿说煮过头了，最后一拍桌

子赌气不吃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独生子女任性的通病，早已见怪不怪了。

但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该学生根本就是学一套做一套，教育与

生活严重分离，在学校里所受的“勤俭节约，不浪费粮食”的教

育完全是一纸空谈装装样子。

对他而言，学校是鸟笼，他的行为在鸟笼里受教育约束，但

只要一出校门，进入鸟笼外的广阔天地间，教育约束不见了，该

学生不遵循“勤俭节约，不浪费粮食”的习性在校外餐桌上彻底

暴露无遗。

2. 创造教育

陶行知先生说：“创造始于问题。”纵观人类社会，无论是

社会思想发展史，还是科学技术进步史，无一不是在不断发现新

问题中解决问题，又在解决问题中发现新的问题，如此思想迭代，

更新认知。

在现代知识汪洋中，人们似乎迷失了自己，“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所以回归探究问题，并从中找寻自己应有的

智慧，这就是“创造即学习”的本意。

比如前面所说的那位学生，在校外餐桌上不遵循“勤俭节约，

不浪费粮食”的礼仪，老师通过践行教育生活化原则，了解到学

生的生活环境和态度，配合家长对他进行思想教育，要求他做到“勤

俭节约，不浪费粮食”。

但同时也了解到，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家户户食材

丰富多样，很难真正做到“勤俭节约，不浪费粮食”，日常饭菜

有剩余，不扔那怎么办？

这时，老师对这个孩子实施启发式教育：“你有什么创新点

子来改变这一状况？”这个孩子说：“一下子想不出来，但我可

以到网上查资料。”过几天，孩子兴奋地来告诉老师，网上有一

种“厨余种植技术”可以在阳台种花，这样剩饭剩菜有了用武之地，

既可以“勤俭节约，不浪费粮食”，又可以减少厨余垃圾，保护

环境美化环境，担当起一份公民应有的社会责任。

真是太棒了！这样通过新旧知识的联系和整合，产生创造的

金点子，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酝酿，该学生提出“利用厨余种

植花卉的自动灌溉箱体”初步设计稿。这也切实印证了陶行知先

生所说的——“人类社会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

人是创造之人。”

3. 行动教育

陶行知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动，是创造教

育的目的。纸上谈兵终觉浅，行动才是硬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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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学生从单学科到跨学科，从知识到真实的世界，在行动中

学习，以认知建构的方式去重组问题、重组内容，进行知识与知

识的碰撞，进行知识与知识的联系，构建自己独特的知识神经网络。

前面所说的那孩子有了“利用厨余种植花卉的自动灌溉箱体”

的设想，老师在一旁鼓励他积极行动起来。孩子这下开始犯起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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咕来：“利用厨余种植花卉的自动灌溉箱体”具体怎么做？在哪

里做？需要拿什么工具来做？

随后的几天里，接二连三的问题又接踵来问：“利用厨余种

植花卉的自动灌溉箱体”安排什么时间来做？所产生费用从哪里

来？需要多少同学来当帮手？如何制定计划和实施方案？如何开

一个同学小组会议来协调工作？教师可以通过项目式学习流程来

辅助学生进行“利用厨余种植花卉的自动灌溉箱体”的创客教育

活动。 

陶行知先生说得好：“给孩子一座高山，让他自己去攀登，

老师要做的就是让孩子坚持下去。”

4. 民主教育

陶行知先生说：“老师对学生，学生对老师，老师对老师，

学生对学生，学生对学生，精神都要和谐，都要知无不言，人与

人之间的隔阂完全敞开。”教育活动要体现学生的主体，就得尊

重学生个体，尊重学生的主动精神，让学生成为教育活动的主体。

民主教育的重点就是尊重教育，让学生学会以尊重意识对待

他人，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只有在尊重的基础上共享交流

合作才能得以实现。

（二）创客教育——创造即学习

创客源自英文“Maker”。创造者是一群热爱实践和创造，善

于探索新技术和跨界合作，倡导创新和行动，并愿意分享知识和

想法的人。

创意人员坚信，他们乐于使用现有资源创建新对象。并将技

术或艺术元素融入其中。有创造力的人对世界充满好奇，通过实

践学习新知识，并创造性地加以利用。

同时，创客精神也是对过去工匠精神的延伸，保留了“精益

求精、锲而不舍”传承，祛除封闭保密的时代局限，走向网络玩

转数字技术，与同行分享协作，一起构建时代伟大的作品。

创造即学习。创造者接受了教育，生出了创造者教育。创意

教育是创意文化和教育的结合，基于学生的兴趣，使用数字工具，

倡导创造，鼓励分享，和专题研习，一个自由的教育，培养跨学

科的问题解决，团队合作和创新。

就以“厨余种植技术”为例，那孩子后来发明了“利用厨余

种植花卉的自动灌溉箱体”，运用单片机电子技术，在土壤中安

装了湿度传感器，然后按照编写的程序代码，根据土壤湿度的不

同来控制喷洒机器，自动灌溉各类花卉。

其间，该创客教育活动整合了生物种植、物理电子、语文表

达和艺术设计等跨学科知识，培养了学生创新思维能力、跨学科

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分享合作能力和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能力。

二、基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初中创客教育活动的实践探究

陶行知说：“教师的成功就是创造值得尊敬的人。”。A 先

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创造出值得他钦佩的学生。更准确地说，先

生创造学生，学生创造先生，学生与先生合作，并创造彼此值得

崇拜的生命。”这些话语至今读来，还是那么振聋发聩，引发人

们深思。

（一）从陶行知生活教育角度出发，营造学生创客教育活动

中的生活情景

生活即教育。先生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做事。为了提高学生参

与创客教育活动的成效，教师必须营造合适的生活情景。首先是

真实性。让学生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提出有意义的驱动问

题，并且争取学生亲友团的参与、赞助和观摩；其次是目标准确性。

教师要审核创客教育活动的驱动问题是否表述清晰、是否符合初

中课程标准，创客教育活动所涉及的知识要既有深度又有广度，

在学生的非舒适学习区，要让孩子使劲跳一跳才能摘到果子。

（二）从陶行知创造教育角度出发，寻找学生创客教育活动

中的思维突破

陶行知先生说：“我们必须教人。”我们不仅要教他们什么是，

而且要教他们什么是。”让学生在创造中打破常规，寻找思维突破。

首先是提出问题。学生在活动中发展新的思维习惯，学会对

新旧信息分析处理，抽丝剥茧抓重点，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其次是准确地使用语言。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让学生学会用

线性的语言来表达网状的思维，有理有据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然后是培养更高层次的思维。高层次思维是指学生的创造性

思维、批判性思维、实践性思维等。根据卡尔 · 波普尔的说法，

没有绝对真理这回事。人们相信是真实的，只不过是基于个人知

识的猜测，任何观点和理论都要接受他人的证实或证伪。教师要

鼓励学生勇于质疑敢于挑战，切忌盲从跟风。高阶思维还包括把

一个大问题分析、梳理、分解成若干个小问题，然后集中思想火

力各个击破，取得全面胜利。

（三）从陶行知行动教育角度出发，提高学生创客教育活动

中的动手能力

“教书是一回事，不是三回事，”陶行知说，“我们必须学

习和教导。没有功夫，教就不是教，学就不是学。”陶行知行动

教育其实就是培养学生的执行力。

1. 自我管理能力

创客教育活动中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制定活动计划，对

活动进行优先排序、按时完成任务、识别和分配资源的能力，以

提高团队绩效；

2. 信息技术能力

让学生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从大量一手信息源那里搜集、甄别、

遴选信息，并学会标明出处，方便核实；。

3. 学以致用能力

让学生在头脑中筛选、分析、处理和运用新知识，把它们应

用到真实复杂的问题环境中去，动手实践是必不可少的，“儿童

的智慧在手指上”。只有动手实践，学生的学习才会真正脚踏实地。

三、结语

21 世纪需要有创造力和综合能力的人才，传统的分学科教学

很难为学生提供一个创新和综合的学习平台，只有创客教育活动

一系列任务的完成，才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综合能力。初

中学生处于特有年龄阶段和青春叛逆期，传统的强迫式学习收效

甚微，而陶行知教育思想就是初中创客教育工作者手中的一件法

宝，初中创客教育的实施离不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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