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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对儿童教育方面有独特的思想，
是率先对我国传统教育做出批评的伟大学者，其主张的教育观念
是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与创新思维。其中的教育目标与新课改中的
教育要求十分契合，因此应在小学语文阅读教育中融入陶行知教
育思想，创新教育理念，培养学生具备创新意识，满足新课改
中的教育要求，促进教育领域创新发展。

1  构建民主和谐的阅读氛围
在陶行知教育中主张解放学生的时间，不要逼迫学生进行学

习，倡导学生因为喜欢所以渴望学习。主张学生在民主的环境中自
主决定学习，运用此方式培养学生具备责任感、荣誉感及合作意
识。所以在此言论中可以体现出学习环境对学生的影响。在传统语
文教育中教师采用的是灌输式教育，被动的学习方式，导致教学效
果反响平平。因此在小学语文课程中教师应构建和谐民主的阅读环
境，在校园内建立友好平等的师生关系，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让
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进行阅读。陶行知曾表示好的教育导人
向善，而导人向恶就是坏的教育，所以教育方式决定了教育成果，
只有富有创造性的学习环境才能培养出具备创新意识的人才。因此
教师应加强与学生进行沟通，引导学生自主探索思考问题，扩展学
生的创造思维，深度发掘语文教育创新途径与方法。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可以组织定期阅读计划，增
加师生间的交流。传统教育弊端就是教师与学生缺少沟通，大部分
教师只是机械的传输知识，在语文课程中教师不了解学生语文阅读
理解能力，很多文章中包含的深刻含义与思想学生并不理解，再加
上传统枯燥的学习方式，令学生无法产生阅读兴趣，所以无法提升
学生的阅读能力。所以教师在课程中应增加与学生的交流，使学生
深刻解读文章中的含义，提升学生阅读理解能力，引导学生喜欢阅
读。另外，在选择阅读材料时，教师可以为学生搜集富含人文价值
的课外经典书籍，扩增学生阅读内容，丰富学生知识结构。在课余
时间，教师可以参与到学生阅读中，引导学生阅读不同的知识内容
如励志书籍或童话故事等，在阅读中多多与学生交流，了解学生对
阅读文章的理解程度。通过阅读人文类书籍，培养学生的人文精
神，在教育中重视情感与品质的培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培
养与社会发展需求相符的社会接班人。

2  重视学生个性化，培养阅读兴趣
每位学生的性格都不同，有的生性活泼，有的静默少语，

所以兴趣与爱好也各有不同。教师应尊重学生的差异，引导学生
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习。但是实际教学中教师常会忽视学生的
差异，采用一致的教学方式，显然这样的教学方式并不能满足学
生个性化发展需求。应在教育中尊重学生的差异，让学生自由选
择阅读方式与内容。在阅读过程中有些学生习惯默读有些喜欢朗
诵，只要是学生喜欢教师应尽量配合，在自由阅读的环境中，为
学生提供感兴趣的书籍内容，提升学生的阅读品质与阅读量。另
外教师在课程中应充分发挥民主性，减少学生的心理压力，在选
择阅读书籍时尊重学生的喜好，对喜欢景色书籍的学生教师可以
为其介绍与景色有关的书籍，喜欢人物描述的学生教师可以为其
选择适合的书籍，由于学生阅读能力不同教师应尽量根据学生的
喜好与能力为其推荐书籍，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阅读，还可

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李红萍
可克达拉市金山实验学校，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可克达拉市 835100

【摘　要】陶行知教育理念倡导培养创新型人才，认为应以培养学习兴趣为主，通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快
乐学习。在小学语文学习中阅读能力是学生语文学习的基础。要想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应结合陶行知思想教育观念，提升学生
的阅读兴趣，从而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提升学生的语文阅读水平。本文专门针对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
用进行研究，以供各界同仁参考。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思想；小学语文；阅读教学

以引导学生对自身阅读书籍的感悟进行交流，鼓励学生多多表
达，设置轻松的阅读环境，提升学生阅读理解力。

小学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因此教师应运用学生的这一特点，
提升学生的求知欲望，促进学生了解更多的知识，提升语文阅读
基础。教师可以在语文阅读中为学生设置阅读问题让学生带着问
题去阅读，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探索问题，有利于学生形成探究思
维。学生在思索中分析，分析就代表学生正在学习处理问题，在
长期的训练中，能够提升学生处理阅读问题能力。在陶行知教育
中注重运用生活进行教育。因此教师在教育中应学会运用生活进
行教育，这样的方式便于学生理解与接受。教师可以开展课外阅
读活动，让学生在自由的自然环境中学习。例如教师在讲解自然
风光文章时，可以组织学生到郊外进行踏青，让学生体会风景的
优美，提升对文章的理解，还可以在校内开展主题阅读活动，引
导学生参与阅读并交流阅读体会。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阅读的乐
趣，引导学生喜欢阅读，养成坚持阅读的习惯。

3  加大课外阅读，读写结合
在语文课程中阅读与写作有紧密的关联，只有具备了丰厚阅

读基础，才能写出完美的篇章。因此阅读是吸纳的环节，而写作是
输出的过程。在陶行知的作品中表达了关于创造的观点，其中内容
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所以
要想提升阅读创造能力应将阅读与写作完美结合。

只有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才能积累丰厚的词语，才能创作出
有灵魂的作品。所以教师应以陶行知生活教育观点展开阅读与写
作培养，让学生在阅读中体会文学之美，生活之趣，学会感悟生
活，在生活中创作。在生活中学习不同的文化与精神，提升自身
的创新意识。在阅读中应扩大阅读范围，增加阅读量。在教育中
有些教师认为教材中的知识都没有完全掌握，学习课外的知识根
本没有意义。但实际情况却是良好的课外阅读能够丰富学生的知
识，辅助学生语文阅读学习。同时在学生自主选择课外书籍时，促
进了学生独立思考。

在阅读与写作培养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具备良好的阅读
写作习惯，可以让学生在阅读中抄写经典段落与语句，还可以引
导学生对阅读过的文章总结阅读体会。例如在语文阅读中《桂林
山水》中的经典描述，“桂林山水甲天下”“感觉走入了连绵不断
的画卷”可以将这样经典的语句照抄。提升学生对经典名句的理
解与运用，提升阅读与写作水平。

结束语：陶行知思想中蕴含了多种儿童教育元素，与当下的
教育改革目标十分契合，教师应钻研陶行知教育思想将其运用到
语文阅读教育中，提升学生阅读能力与理解能力，为学生奠定良
好的文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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