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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教育中的生活教育意蕴

唐　娅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是

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陶行知的一生，是创造

的一生。陶行知是世界创造教育的早期探索者之一，

也是我国创造教育思想的开拓者和先驱。在“五四”

运动时期，陶行知就猛烈地抨击了因袭陈法的传统

教育和盲目照搬西方的洋化教育，主张以新教育代

之旧教育，提出“试验教育”思想并付诸他的办学

实践中。[1] 在陶行知看来，当时我国的教育由于受

到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制约，脱离实际、泯灭学生创

造力，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扼杀儿童生活力和创造力、

忽视儿童主观能动性的死教育，而创造力的培养正

是新旧教育的区别之所在。陶行知针对传统教育扼

杀儿童生活力与创造力的弊端，于 20 世纪三十年

代初明确提出了创造教育，1933 年 3 月陶行知在《教

育建设》上发表《创造的教育》一文，标志着其创

造教育思想的初步形成。随后，陶行知又陆续发表

《创造宣言》（1944 年）、《创造的儿童教育》（1944

年）、《创造的社会教育》（1945 年）、《实施民主教

育提纲》（1945 年）等一系列文章，使其创造教育

思想体系不断充实和完善。陶行知在其所创办的晓

庄学校、燕子矶幼稚园、自然学园、育才学校等教

育实践活动中，也在切实践行着他的创造教育思想。

近年来陶研热度不减，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也因

其前瞻性和预见性，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创造的教育》一

文集中地体现了陶行知的创造教育理念，因此有必

要进一步研读以方便大家深化对陶行知创造教育思

想内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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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在《创造的教育》一文中，首先论述了“行

动”之于创造教育的重要性。何谓“创造的教育”？

陶行知认为，无论是“物质的创造”还是“心理的

创造”，都是行动先行的结果。所以，“创造的教育”

一定是“行动的教育”，不是“教员们教死书，死教书，

摘　要 ：创造教育思想是陶行知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的教育》一文发表标志着陶行

知创造教育思想的初步形成。陶行知所倡导的创造教育是以行动为前提的教育，有行动才能生发思想，

有思想才能生发真知，才能创造。创造教育应“以社会为学校”，使得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学校亦含有

社会的意味。创造教育要教学做合一，做的最高境界就是创造。创造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与

生活实践相结合，在生活之中求得的、指向更好生活的教育。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与其生活教育理论

相辅相成，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活教育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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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死；学生们读死书，死读书，读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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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也是少得可怜，教育根本无法在全国范围内

普及，整个国家的文盲率极高。因此，陶行知认为

解决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造教育，在于在全社会

范围内普及教育，在于发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智

慧和创造力，提升全民族的创造力，走乡村改造建

设之路。[9]

如何运用全社会的力量来普及教育，陶行知认

为，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紧密联系起来是必然之

路。1934 年陶行知发表《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

指出社会即学校，强调社会与学校打成一片，社会

教育要与学校教育打成一片，通过发挥社会教育与

学校教育的合力，来解放民众的创造力。[10]1945 年

陶行知又发表了《创造的社会教育》一文，强调要

解放儿童的创造力，必须做到“六大解放”，即解

放儿童的双手，让其大胆动手 ；解放儿童的双眼，

培养其观察力 ；解放儿童的头脑，让其敢于想象 ；

解放儿童的嘴，让其大胆表达 ；解放儿童的空间扩

大其眼界以及解放儿童的时间使其有时间创造。[11]

真正的“创造的社会教育”，就是要培养儿童的创

造力，给予每个人以同等的创造的机会，动员整个

民族的力量以进行创造，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都不

断创造，接受创造的教育，努力过创造的生活。他

在《创造宣言》中更是展现出一幅创造的理想境界 , 

“处处是创造之地 , 天天是创造之时 , 人人是创造之

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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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认为，要实现创造教育，我们的教育

非但要教，还要学、要做，要达到“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这一观点的形成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当时

的学校中存在着严重的“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

教”“重教轻学”的现象，陶行知对此现象极其反感。

1919 年，陶行知应蒋梦麟先生邀请撰《教学合一》，

强调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于教学生学，

而且教师教的法子必须要依据学生学的法子，教师

必须把教与学相结合起来。[13]1922 年“新学制”颁

布后，陶行知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

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

子根据做的法子。[14]1926 年，陶行知在南开大学演

讲时受张伯苓启发，陶行知将“教学合一”扩展为“教

学做合一”。[15] 在《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1931 年）

中，陶行知指出，在生活里，完成一件事是做，自

己有所长进是学，对他人有所影响是教。教学做是

一种生活的三个方面，而不是毫无关联的过程。因

此，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16]

陶行知指出，“我们要能够做，做的最高境界

就是创造。我们要能够学，学要从生活中去学。我

们要能够教，教要教得其所，要有整个的教育，平

等的行动的教育”[17]。关于“教”“学”“做”三者

之间的关系，陶行知认为，要实现创造的教育，教

师教的方法必须要根据学生学的方法来灵活应用，

学生学的方法必须根据事情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

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要

在“做”上相统一，“做”不仅仅是一种外显性的

活动，而且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动作，

是一种能够产生新思想新价值的行动，“做”就是

在“劳力上劳心”。缺乏“做”的教育就是缺乏行动、

缺乏实践的教育，是一种伪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之

下摧残的不仅是学生的创造力，更是对社会、国家

和民族创造力的扼杀。在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中，

“做”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无论是“教”还是“学”，

都必须通过“做”来达到统一，做是教学之中心。

因此，创造教育不但要教学生 , 而且还要学生学 , 

要学生自己动手去做，要把“教”“学”“做”相结

合起来， 如果“教而不学、学而不做”，都达不到创

造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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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生活本身就含有教育的意义。陶行知指

出 ：“创造的教育是以生活为教育，就是在生活中

才可求到教育”[18]。“生活中随处是工具，都是教

育”[19]。生活是人类社会自产生便有的，创造也是

伴随着人类世界的变化而产生的，因此求得创造的

教育也要回归到生活之中，从生活中得来，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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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改造生活，为了创造更好的生

活。在陶行知看来，生活原本就包含着教育的意义，

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生活中时时刻刻处处都是

教育。因此，教育必须以生活为中心进行，创造的

教育亦然。

其次，“一个人有整个的生活，才可得整个的

教育”[20]。人的生活是多种多样的，有好的生活，

有坏的生活，有前进的生活，也有落后的生活。种

种生活的总和才是生活的真实样态，过什么样的生

活就是在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生活的过程就是接受

教育的过程。因此，教育不能脱离生活，生活也不

能脱离教育。教育必须与社会生活实践切实结合起

来，在生活中进行，以生活为中心，才能发挥教育

的力量成为真正的教育。我们要努力追求过好的、

前进的生活，以求能得到好的、前进的教育，得到

有益于人自身发展的教育，更好地培养和发挥人的

创造力和生活力，提升整个社会和民族的创造力，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富强进步。

概而言之，要想进行创造的教育，就必须回到

生活中去，在生活之中进行，创造的教育只有通过

生活才能发挥其力量，反过来这种力量又会改造生

活，推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发展进步，如此螺

旋上升。创造的教育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的就是为

生活培养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了个体和社会拥有

更加完满的生活，这也是创造教育的终极旨归。

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受杜威的影响颇深，他在将

杜威的教育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结合中国教育实

际创造性地加以改造并在教育实践中积极探索，形

成了其独特的教育思想。《创造的教育》一文中蕴

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教育思想，处处都凸显着生活教

育的意蕴，其创造教育思想与生活教育理论相辅相

成，深深地植根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理论之中。陶

行知的创造教育理论历久弥新 , 这些论述为我国当

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启示与依据，在时代呼唤

创新人才、创造精神的今天更加显得熠熠生辉，值

得我们每一位教育研究者积极去探索、诠释这位伟

大教育家的教育思想 , 不断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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