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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人民教育家，生活
教育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它要求教育与生活的实际相结
合，生活教育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包括“生活即教育”、“社
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陶行知先生认为，教育来源
于生活，生活离不开教育。

1　生活教育理论所蕴含的教育思想
1.1“生活即教育”。传统教育是教人们从事脑力活动的就

不需要体力劳动，从事体力劳动者不需要动脑筋，而生活教育
是要教育学生既会动脑也会动手。教育离不开生活，也离不开
社会，教育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的，教育的一大目的之一就
是要改造社会，让社会更加进步，生活更加美好。教育的根本
意义是生活的变化。生活无时不变，生活处处有教育。教育如
若脱离了生活，就不是真正的教育。“生活即教育”，提倡以
人为本，关注人们的生命状态，“生活即教育”是生命教育理
论的主体，是对教育本质的解释。教育者的任务是指导我们的
学生为理想生活而奋斗，为改善生活而拼搏。

1 . 2 “社会即学校”。在这里，“社会即学校”绝不是社
会性地取缔学校，而是向学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学校积
极改革，适应社会需求，促进社会进步。它要求人们树立大教
育观的新思维，教育不应仅仅局限于学校，更应该放之于社
会，社会是一所大学校，学校不应该是一个关鸟的笼子，鸟儿
只有飞向大自然才能领略更美丽的风景。

1 . 3 “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是当年陶行知先生
创办晓庄学院时的校训，它强调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实现知
行合一。“教学做合一”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法，我们
不能让学生只会死读书、读死书，成为书呆子。教育应该是让我
们的学生变得更有思想更有生气更活力，我们要培养手脑并用、
劳心有劳力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2　小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
2.1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论
根据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7至11岁儿童的认

知发展水平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当前我国小学生的年龄基本处在
7到12岁之间，正是处于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儿童已经有了一
定的抽象思维，可以进行初步的逻辑推理，但是他们的思维活动
还不成熟，需要具体的外界事物的支持，他们通常会借助外物及
个体已有的生活经验来解决问题。

2.2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将人格发展分成八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个

体的发展任务各不相同，依据该理论，小学生应该是处在第四阶
段（6~12岁）：获得勤奋感与避免自卑感。这个阶段的儿童的思维
认知能力和探索实践能力都在急速发展，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大大增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知识与技能，学会为人处事。埃
里克森认为此阶段还是儿童人格发展的关键阶段，随着个体年龄
的增加，他们由对父母的无条件信赖逐渐转移到学校教师及同伴
朋友身上，社区环境和大众传媒也会对小学生的心理和人格产生
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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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活教育论与我们现代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目标如出一辙，此理论为我们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指明了一条新出路，
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中心地位，让学生在活动体验中学会学习和生活，提高学生自主自助和自我教育能力，采取恰
当的策略将生活教育论灵活地运用在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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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活教育理论在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的运用策略
3.1 以生为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让学生掌握学习和生活的基本技能，帮助
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提高学生自助
能力和自我教育能力，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
质，这符合我们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内涵。生活教育理论体系
可以为我们的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注入更多的教育思想和活
力。在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以学生为
本，精心选择贴近学生实际生活体验的教学内容，创设与学生
紧密相关的教学情境，将教育教学融入到学生的实际生活中。

3.2 正面引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课堂教学不应只注
重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堂应该更加注重学生
积极正面的生命态度和体验，接纳包容学生的负面情绪，采取
合适的手段引导学生回归到健康的生命轨道上。心理健康教育课
堂能够帮助学生唤起原有的生活体验，帮助学生深度感受和深入
思考，指导学生今后的应对策略和处事方法，帮助学生正确人
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

3.3 深度学习，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心理健康教育课堂
上不仅要重视学生的生活体验，以活动作为课堂的主体，在活
动的设计上要丰富多样、层层递进、逐步深入。体验性活动在
于激活学生原有的生活故事和情感，探究性活动在于深入探究背
后原因和解决策略，要突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
养。让学生在课堂活动中将知识与技能逐步内化，心理体验逐
步深刻明晰化，学生元认知能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学习能力、
自我监控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3.4知行合一，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心理健康教育教学
中，最主要的不是灌输给学生各种各样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
培养学生的感受能力、共情能力、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学生要
愿意学、愉快学、学会学，并将所学知识技能灵活运用，才是我
们教育教学的主要目标。生活教育理论中的“教学做合一”给了
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将这种教育教学思想渗透到平时的心理健
康教育教学中，课堂上尽可能多地创设一些让学生能够动手创造
的活动，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
的发展。

4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陶行知先生思想教育体系中的核心理论，

生活教育理论的根本内涵是求知、育人、实践和创新。生活教育
呼唤我们树立新型的大教育观，将生活教育理论融入到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中，将对我们的教育教学产生深远而深刻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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