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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育名篇》

内容概要

《陶行知教育名篇》汇集了陶行知先生平生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精髓，行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从“教学合一”、“学生自治”、“平民教育”、“学校观”、“创造的儿童教育”、“民主教育”
等各个方面集中体现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及“知行合一”的独特教育思想，经过八十多年
的考验，不仅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今天的中国教育改革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陶
行知是“五四”前后中国教育改造的旗手，他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办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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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育名篇》

作者简介

　　方明，1970年1月生，1992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城镇规划
院院长、总规划师，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获奖作品：　　1 《融情村——华人学者聚会中
心设计竞赛》获首届中国建筑作品大赛二等奖，1991年　　2《湖州东白鱼潭住宅小区》获联合国改善
人居环境最佳范例（迪拜）奖，2001年；获第三届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2003年；获建设部建设试点
部级奖规划设计一等奖，1999年；获全国第九届优秀工程设计金奖，2000年。　　3 《浙江省湖州市南
浔镇总体规划》获“建设部优秀工程勘察设计村镇项目”二等奖，2001年。　　4《北京平谷区将军关
村新村规划》获“建设部优秀工程勘察设计村镇项目”二等奖，2005年；获“北京市第十二届优秀工
程设计奖”一等奖，2005年；获“第十一届首都城市规划汇报展”优秀规划设计奖，2004年；社会主
义新农村科研课题；参与国家和建设部建设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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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育名篇》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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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育名篇》

儿童用书选择标准
师范生的第一变——变个孙悟空
师范生的第二变——变个小孩子
送科学丛书
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
注重养生而不杀生
——致郑先文
儿童科学教育
国难与教育
从教育上谋国难的出路
——手脑并用
创造的教育
小孩子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致潘一尘
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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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
小先生与民众教育
生活教育之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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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四问
致育才之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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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
创造的儿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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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民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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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
生活教育的创立与成长
试验主义与新教育
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
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
评陈著之《家庭教育》
——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
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
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
幼稚园之新大陆
——工厂与农村
平等与自由
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
社会大学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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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育名篇》

章节摘录

　　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　　我这次到上海，在一个小宴会上，听了几句令人深思的话。我的朋友说
：抗战八年来，五位教师之中，有一位逃难去了，一位做生意去了，一位变节了，一位死了，只剩了
一位仍旧还在这里做教师，我们是多么寂寞啊！我说剩下的这一位，头上是裹着裹头布，嘴上是上了
封条，肚子是饿凶了，被迫得只有干腌菜喂后一代。我们接着谈论胜利后的他们：逃难的难得回乡；
做生意的倒胜利霉；变节的无法戴罪立功；死者不可复生；站在岗位上的，头上的裹头布仍旧裹着，
嘴上的封条仍旧封得很紧，肚子饿得更凶了，除了干腌菜还没有别的精神粮食给学生吃。这谈话指示
我们，如果我们要为民主奋斗，我们得加强自己，改变自己，武装自己，而且要为教育招兵，为民主
募马。　　首先我们自己需要再教育，再受民主教育。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三十五年，我们只上了很
少的民主功课。细算起来，民国初立的几个月，推翻袁世凯的几个月，五四运动后的一两年，推翻复
辟后的几个月，五卅惨案以及北伐前后的一二年，“一二·九”到抗战开始后一年，算是断断续续地
上了几课，但是一曝一寒，胜不过二千年传下来的专制毒，和这十余年来的有系统的，反民主的，变
相的法西斯蒂训政。特别是我们做教师的人，需要再教育来肃清一切不民主，甚至反民主的习惯与态
度，并且积极的树立真正的民主作风。校长对于我们，我们对于学生，多少都存在着一些要不得的独
裁作风。中国现在，自主席以至于校长教师，有意无意的，难免是一个独裁，因为大家都是在专制的
气氛中长大，为独裁作风所熏陶，没有学习过民主作风。我们所要学习的民主作风，至少应该包含这
些：　　（一）民为贵。人民第一。一切为人民。　　（二）天下为公。文化为公。不存心包办，或
征为私有。　　（三）虚心学习，集思广益，以建立自己的主张。　　（四）自己要说话，也让别人
说话，最好是大家商量。自己要做事，也让别人做事，最好是大家合作。自己要吃饭，也让别人吃饭
，最好是大家有饭吃。自己要安全，也让别人安全，最好是大家平安。自己要长进，也让别人长进，
最好是大家共同长进。　　（五）民主未得到之前，联合起来以争取民主为己任，人民基本自由得到
之后，依据民主原则共同创造，创造新自己，创造新家庭、新学校、新中国、新世界。　　这是一种
全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天天在实际的生活中学习，学习再学习，才能习惯成自然，造成民主的
作风。　　个人学习不如集体学习，偶尔学习不如经常学习。为着进行经常的集体学习，最好是联合
起来组织社会大学、星期研究会以实施共同之进修。这些新的学习组织，在重庆已经施行有效，应该
在各地举办起来；以应好学的教师与好学的青年的需要。孔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我看出
这两句话有因果的关系。惟其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如果天天卖旧货，索然无味，要想教师生活不
感觉到疲倦是很困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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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育名篇》

媒体关注与评论

　　让人实实在在地感悟到一个灵魂中镌刻着中华文化印记的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怀和崇高追求，真切
地感受到这位现代教育家为了理想教育的构建和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倾其一生所做的种种努力。无论
是“智慧是生成的，知识是学来的”之独到见解，或是“中国的教员、学生实在太迷信书本了”的诚
恳批评，还是“学做一个人，一个整个的人”的大声疾呼，处处蕴涵哲学的思辨、教育的智慧，所指
、所思、所论，无一不是真知、真情、真理；尤其是关于“生活教育”的学说，今天读来毫无隔世之
感，相反就像是一本针对时弊而作的、刚摆上书架的、尚在飘着墨香的新书。最常用的字词，最常见
的语句，最常规的对比、排比等修辞手法，朴实无华，却清晰地让人体悟到连缀它们的是作者深深的
赤子之情、浓浓的大师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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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育名篇》

编辑推荐

　　《陶行知教育名篇》让人实实在在地感悟到一个灵魂中镌刻着中华文化印记的知识分子的民族情
怀和崇高追求，真切地感受到这位现代教育家为了理想教育的构建和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倾其一生所
做的种种努力。无论是“智慧是生成的，知识是学来的”之独到见解，或是“中国的教员、学生实在
太迷信书本了”的诚恳批评，还是“学做一个人，一个整个的人”的大声疾呼，处处蕴涵哲学的思辨
、教育的智慧，所指、所思、所论，无一不是真知、真情、真理；尤其是关于“生活教育”的学说，
今天读来毫无隔世之感，相反就像是一本针对时弊而作的、刚摆上书架的、尚在飘着墨香的新书。最
常用的字词，最常见的语句，最常规的对比、排比等修辞手法，朴实无华，却清晰地让人体悟到连缀
它们的是作者深深的赤子之情、浓浓的大师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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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育名篇》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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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育名篇》

精彩书评

1、尽管先生的时代离我们有一段距离了，但是先生的教育思想依然指引着我们，先生对学生的心依
然感动着我们⋯⋯
2、有人说：“作为一名教师，如果不读陶行知，不去积极实践陶行知，那几乎还没有触及到中国教
育的实质，如盲人摸象，又如沙地建楼。”我读了《陶行知教育名篇》的电子版，感觉相当不错，推
荐各位老师读一读。www.gaohaipeng.com高海鹏老师的博客
3、读《陶行知教育名篇》（方明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我先读其中书信，认为书信或
日记是最能见出作者真情的东西。一在《学问之要素——答程仲沂先生的信》里说：“天才是做学问
的根据。有几分天才做几分学问。大概天才有十分八九之努力，教育的势力只占十分之一二。教育万
能之说是教育界自欺欺人的话。但是天才有时很不容易看出来。时机未到，天才隐在里面，专靠主观
、武断，以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是常有的事。”后有一句“穷苦和学问是好友；富贵和学问是
仇敌。”以为精辟。二在《预备钢头碰铁钉——给吴立邦小朋友的信》里，表现了陶行知对小孩子的
喜爱，“世上有十八岁的老翁，八十岁的青年。要想一世到老都有青年的精神，就须时常与青年人往
来，所以我很愿意和青年人通信，尤其喜欢和小孩子通信。平时得了小孩子一封信，如得奇宝；看到
了即刻就写回信；回了信就把它好好地收藏起来。每逢疲倦的时候，又把它打开一读，精神就立刻加
增十倍。”三在《师生共生活——给姚文采弟的信》里，我觅到了一条梁漱溟的名言：“办学校是和
青年做朋友。”朋友要经选择，而学生不可选择；朋友是志同道合的人，而学生各有差异，性情不一
，兴趣各异，且为数众多。此皆教师无奈的根源。四《师范教育之彻底改革——答石民佣等的信》说
明要改革就会受到阻力，阻力来之反对者。陶先生对待不同意见的胸襟让人佩服。他说：“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遇到不能苟同时，当然不必苟同。”丝毫没有发怒之意，心平至此，令人敬仰。对于他
人的置疑，陶先生的态度是“群策群力，摸出一条生路来”，呼吁“我们一同来干罢”。在此信中，
陶先生确如他自己所说，不是在“责人”，而是在“责己”。五在《如何引导学生努力求学——给正
之先生的信》开首有几句精妙的话，“大凡生而好学为上，熏染而学次之，督促而学又次之，最下者
虽督促不学。”“总起来说：一、好学的教师同学，二、可学的工具，三、必学的督促，是我认为引
导学生努力求学的要件。三者俱备，多数学生当不致骛外了⋯⋯”。三者之中，好学的教师最为重要
。六在《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致王琳》里有言：“纸上谈教育或农业，原来与纸上谈兵一样，何
能发生效力？”那些“述而不作”“知而不行”的牢骚专家或在纸上谈教育如我者，对现实教育的改
进又有何意义呢？七《实际生活是我们的指南针——给全体同学的信》：“真正的指南针只是实际生
活。⋯⋯你们能以实际生活为指南针，而不以我为指南针，方能有第一流的建树。我只是你们当中的
一个同志，最多不过是一个年长的同志。”当他听到学生称他为“指南针”后，陶行知不搞个人崇拜
，实乃伟大中之伟大者。把他理解为聪明，是最恰当的。因为把个人当作神，实在是丧失常识的愚昧
无知的行为。而谦虚是最浅的理解。信末还有几句有趣的话，“我近来无大变化，不过脸上比前白些
，前额的阴阳圈渐次退尽，身上多长了几斤肥肉，惭愧得很！”身为校长而对全体学生这样说话，古
今没几人吧。八《注重养生而不杀生——致郑先文》里有个真实的故事（如果陶先生没说谎）。一天
，小学生捉了几千粒虾蟆子，“养在一个六尺长，三尺宽，一尺深的铁池里。⋯⋯过不了几天，池中
便是一片漆黑，是虾蟆子都变成蝌蚪，人山人海在池里乱冲着。大家看了都以为好玩，我独觉到那些
蝌蚪是在尝着中国的滋味，他们是有人满为患，找不着出路。⋯⋯一天，我看到池里是空空如也，问
老师们蝌蚪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告诉我是自己死了，死得精光，一个活的也没有。”我想这是“人口
论”的陶行知版吧。九本书最后一封信《小孩子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致潘一尘》说：“不愿教人的
人，不配费我们的心血。不愿教人的人不配受教育。”那个给57岁的祖母教完一册《千字课》的6岁小
娃，该是配受教育的。在地角有个有趣的注解，也提一提。“自动学校：为晓庄小学的学生胡同炳等
创造，⋯⋯该校没有专任教师，教学方式为小孩子互教互学。”对此一惊艳之教学方式，我且作一会
心的微笑，并鞠一躬。2007．5．21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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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育名篇》

章节试读

1、《陶行知教育名篇》的笔记-1

                        

2、《陶行知教育名篇》的笔记-第21页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不容易下定义。不能说活的教育是什么？只能说活的教育像什么？活的教育
，正像鱼到水里鸟到树林里一样。鱼的尾和鳍，都能得其所在，行动不已。鸟的翅和喙，都能尽其所
能，前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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