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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 
◆刘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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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活教育的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主线和重要基石，陶行知的

教育理论，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个方面。

主张教育同实际生活相联系，反对死读书，注重培养儿童的创造性和独

立工作能力。“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集中反映了

他在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主张，反映了陶行知探索适合中国

国情和时代需要的教育理论的努力。 

关键词：生活教育；三个方面 

 

 

一、生活即教育思想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陶行知语录中提

到“生活即教育，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生活即教育”
是说生活是教育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教育只有和生活结合才能成
为教育；教育要是脱离了生活，便不是教育。教育必须与生活相
结合，生活是教育的灵魂和生命。生活和教育是一回事，是同一
个过程，教育不能脱离生活，教育要通过生活进行，无论教育的
内容还是教育的方法，都要根据生活的需要。1.生活即教育案例
分析 

（1）案例介绍 
每次吃饭，总有孩子喜欢浪费。对他们，我是伤透了脑筋。

有很多小朋友在吃完饭之后，多多少少都会有剩菜剩饭留在碗
里。不可能做到，不浪费粮食。发现这个问题后，也在班级里极
力的宣传教育引导他们要珍惜粮食。可不管我们老师怎么教育，
就希望不要每次都剩饭，珍惜粮食，但就是不见成效。 

（2）案例分析及方法 
孔子曾经说过：“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我们现在的小

朋友还没意识到这点，不好好珍惜生活，不浪费粮食。生活本身
给予的比书本更难忘，所以我们要从生活中去教育孩子，适当引
导他们。所以我由此想到了在班里开展一次“餐桌上食物的来源”
讨论会活动，让孩子们积极发言，旁击侧敲的去引导孩子。在讨
论过程中，大家的积极性很高，效果很好，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
所见所闻，谈自己的想法，说自己的体会，论大家应该怎样做，
好不热闹。 

经过这样的讨论，小朋友在就餐时慢慢的就开始注意了，每
次吃完饭后，总喜欢将空盆子给我看，等待我的一句夸奖。所以
我也从不吝啬自己的“美言”。 

热爱餐桌上的食物，并思考它们的来源，以及通过一个蔬菜、
一盘水果进行思维联想的训练，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教育，而且是

有效的教育。所有的与人的吃穿住行发生紧密系的物质信息，
都具有改变人思维情感和行为方向的能量。当一个人知道鱼是从
污染的河里长大的，他会因为恐惧中毒，而不再吃鱼，甚至害怕
鱼。 

（3）生活即教育案例结论 
组织“餐桌上食物的来源”讨论活动，目的是让孩子懂得在

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学习，不仅是在学校里
学习知识，生活中的知识来源更多。从小小的餐桌上可窥视地球
上的高山和海洋，可以窥视人类的命运。 

也反思我们的教学，我们往往在教学中对学生过多的干预和
控制，始终保持习以为常的高高在上者角色，殊不知学生有自己
天然的学习方式和接受知识的 佳状态。在教学中，我们走进小
朋友们的生活，走进小朋友的心灵世界，激发他们的主体意识，
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去学习，去解决生活问题。因为充分利用学生
的生活经验能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去理解和掌握知识和发展能力。 

二、社会即学校思想“社会即学校”是陶行知“生活教育”
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命题 

陶行知认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就是学校，如果从大众的立
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统治阶
级、士大夫为何不承认此，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
弟受特殊的教育。陶行知反对这种特殊的不平等的教育，提出"

社会即学校"，以此来推动大众的普及教育。[2] 
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在于要求扩大教育的对象、学习

的内容，让更多的人受教育。他指出:"我们主张’社会即学校’，
是因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
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
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学生、先生可以多起来。
"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和"生活即教育"一样，也在于
反对传统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脱节、相隔离。[3] 

1.社会即学校案例分析 
（1）案例介绍 
在一次社会实践课上，组织了孩子去敬老院看望爷爷奶奶。

在孩子的眼中，世界是多姿多彩的，他们睁大求知的双眼，对所
观察的一切事物都赋予了生命。社会、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天赐的
学习环境，而“实践”赋予了孩子探索学习的武器。孩子们都在
充满兴趣的状态下，在 真实的生活中，亲自用眼、用手、用身
去获得 直接的感受，不知不觉地接受到教育的影响和作用。他
们有帮老人捶背的，讲故事的。过后还去超市帮爷爷奶奶购物，
去超市购物时，他们不光知道了超市里面的食品是按其自身特点
分类的，在超市购物的活动中，孩子们在自己找不到所需食品时，
会自己去向营业员阿姨询问，使超市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加入到我
们的搜寻行列。 

（2）案例分析 
学校在教授学生方面，只是在教特闷基本知识，更注重操作

技能的培养，从学生未来发展角度出发，我们应该给学生开设了
不同的社会实践课程，学校提供机会让学生走出课堂走入社会。 

（3）社会即学校案例结论 
“社会即学校”告诉我们“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

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这与我们解决当前教
育中教育内容的过时陈旧、不符合学生生活实际、不切合学生思
想认识、不能很好地为学生的将来生活服务的现象是很有启发
的。[4] 

我们的教育内容必须尽可能地注入生活的新鲜血液、新鲜内
涵。把书本上生硬的知识生活化、社会化。学生也对开设这样的
课程普遍欢迎，因为这种学知识的方式更加灵活，同时对每一个
学生未来的发展都大有好处。 

三、结论 
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我们有时会忽略对学生的生活教育。

而在陶行知先生看来，文字、书本只是生活的工具，不是生活的
本身，教育即来源于生活，由生活产生，文字、书本不能喧宾夺
主作为教育的中心内容。“生活即教育”主张到处是生活，即处
处是教育；整个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也就是即教育的场所。这就
扩大了教育的范围和场所，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