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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师德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前言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伟大变革时代：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民族复兴⋯⋯这个时代特别呼唤那些能
不辱使命、脚踏实地把握前进方向与发展机遇的人，特别需要那些“质本洁来还洁去”的高尚之士，
特别期盼更多的人拥有与时代追求相适应的国民素质。但人的因素从来都充满复杂性，这里的关键是
这样的人如何才能出现，唯一的答案只能是通过教育。　　提到教育，耳熟能详的就是“什么样的老
师就会带出什么样的学生”这句话。可幸的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下，在多元价值观的萌动中，
在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喧嚣里，我们的教师队伍依然是情操高尚的群体之一，他们不仅博学笃行，而
且依然砥砺着品格：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全面以身作则，自觉率先垂范，真正为
人师表；在工作上富有敬业精神，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能够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呕心沥
血，能够把“一切为了学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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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师德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内容概要

《陶行知师德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是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基金立项课题“陶行知师
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的最终学术成果。本课题研究由南京晓庄学院党委书记吕德雄教授主持，
陈善卿、黄晓光、高忠、陈会忠、洪涛、蔡仕文并特邀江苏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张炳生教授等参与。
高忠、韦毅同志为课题申报、开题及其前期研讨做了组织、协调工作。课题组同志自学陶行知原著和
有关论著，开展了不同形式的专题研讨。在此基础上，由吕德雄率领陈善卿、张炳生对陶行知论师德
方面的原著进行研读梳理，系统地研究了陶行知的教育观、教师观、修养观；教师的献身、师表、敬
业、爱生和创造精神等素质要求及其师德培养的途径和方法，忠于原著，原汁原味地构建了陶行知师
德理论体系。与此同时，由陈会忠负责组织力量对师德建设现状进行调研分析。这主要以南京市师德
建设的现状为主，紧密结合全国各地师德建设的有关资料进行调查统计，结合分析研究、揭示陶行知
师德理论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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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师德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序三绪论一、陶行知“万世师表”人格精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师德楷模二、陶行知师
德理论是指引教师道德发展的一盏明灯三、学习陶行知、继承陶行知、超越陶行知是教师的神圣使命
第一章 陶行知师德理论的生成与构成一、陶行知师德理论的生成分析二、陶行知师德理论构成的分析
维度三、陶行知师德理论的整体构成第二章 教育是“促进社会的最可靠最有效的武器一、“教育乃社
会最有效力之事业二、教育是造人化人的事业三、“共和国立国的要素”“全靠教育”第三章 教师要
立志做师德高尚的“真”教师一、教师要有“改造社会的精神二、“教师的服务精神，系教育的命脉
三、教师要有不可动摇的信仰心第四章 教师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学生和大众的生命里一、教师要有“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人生抱负二、教师要“艰苦奋斗”、“抬头乐干”，努力做好教育这件
大事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第五章 教师要“修养到不愧为人师的地步一、“以教人者教
己”，“重师首在师之自重”二、“师生共甘苦，共生活”、“相知相爱”三、“不拜儿童为先生，
就做不好先生第六章 教师要“学而不厌”才能做到“诲人不倦一、好学敬业是为师之重大责任二、“
教师自动进修”的主要要素”三、教师“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科学方法”第七章 教师要
讲究教育艺术一、发扬民主，启动学生学习主体地位二、因材施教，顺着学生的能力去教育三、重视
实践，从学生的经验里进行真知识的教育四、教学相长，促进师生的共同发展第八章 教师要用爱打到
学生心的深处一、教师奋斗的工具是爱力而不是武力二、热爱学生要了解学生，发扬“民主精神”和
“民主作风”三、有教无类，为民族培养“人才幼苗第九章 教师要立足于创造创新一、创造精神是为
师之道的精髓二、创造性教师的素质三、立足调研和试验，创教育之新理第十章 师德在生活教育过程
中培养一、“在劳力上劳心”是师德修养的根本途径二、“知情意行合一”是培养师德的基本任务和
主要方法三、具有“教师的人格”是培养师德的最终目标第十一章 陶行知师德理论的当代价值一、陶
行知师德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伦理学二、学习借鉴陶行知师德理论，完善和发展我国师德建设
体系三、学习借鉴陶行知师德理论，促进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第十二章 陶行知师德理论的当代传
承一、当代“陶子”谱新篇——杨瑞清的师德体认二、“济世救人，积德行善”——“‘陶老师’工
作站”的大爱求真三、心中装着学生让平凡人伟大——献给汶川大地震中舍生忘死恪尽职守的人民教
师四、当代“陶园”绽奇葩——栖霞实验小学师德建设行第十三章 借鉴、践行陶行知师德理论的当代
启迪一、推进当代教育事业发展应首重师德建设二、当代师德建设需要借鉴陶行知师德理论三、与时
俱进地发展陶行知师德理论四、当代师德建设应重视师德实践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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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师德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章节摘录

　　其次，陶行知的教育功能论注重实践推行、积极试验。陶行知的教育哲学是教育实践哲学。他的
教育功能论也带有实践的特征。为使教育运动收到实际效果，他注重实践、试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重视教育的不乏其人，但没有一个人像陶行知那样，不求表面上的影响，埋头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开
展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运动，如积极推行平民识字运动，开展乡村教育，推行普及教育运动，以
及开展“科学下嫁”等，他创办的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等，也充分说明他的教育功能论注重实践的特
征。陶行知的教育功能论还非常重视教育的试验。陶行知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社会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
，而是力求与中国教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两者结合的中介就是试验。陶行知在《试验主义之教育方
法》中还设计了极为周密而规范的试验方案。他的每一个教育改革活动，创办的每一所学校，都具有
试验的性质。他的每一个教育改革活动和创办教育机构，都是其教育功能论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陶行知的教育功能论是中国教育理论宝库中的重要内容。陶行知在其教育功能论的指导下，
结合中国的国情，大力开展教育试验，深入到办学的实践中去，研究教育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教育理论。无论是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还是经过艰难探索提出的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以及他倡导的“小先生制”、“传递先
生制”、“连环教学法”、“工学团”等普及教育的有效方法，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都与其教育功能
论特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我国近现代文化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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