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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生活教育理论及其意义∵

吴 定 初     ^

生活教育理论是伟大的丿
`民

教育家陶行知 (1891-19钆 )为改革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教育,针对帝国主义的
“
洋化教育

”
和封建主义的

“
传统教育∵‘而创立的教育理论。陶

先生在自己毕生的教育生涯中'以
f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
的赤子之忱,全心全意

为中国劳苦大众及其子女办学;躬行实践,使生活教育理论不断发展、弘扬,为我国近现代

教育史留下了熠熠闪光的一页。

本文拟就生活教育理论的本体论、领域论、目的论和方法诊等四个基本方面及其意义,

略陈管见。
←

(-— )

本世纪初年,中外教育理论界围绕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提出了两种实质 各 异 的 观

点:其一是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 (厂。Dσ 1`f〃 )宣扬的
“
教育即生活

”
与

“
学校即社会

”
;其

二是陶先生力主的
“
生活即教育

”
和

“
社会即学校

”
。 “

生活即教育
”

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本

体论。

陶先生认为,“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

义。因此,我们可以说: ‘
生活即教育

’
。
”

①陶先生的这一主张是否应予肯定?是否值得

我们深入研讨?弄清这一问题,须首先探明其
“
生活

”
的要义。陶先生指出,我们是现代的

人,要过现代的生活,而现代生活应当是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和改造社会的生

活②。他在其本体论的重要代表著作 《生活教育之特质 》一义中进一步提出, “
我们要用前

进的生活来弓⒈导落后的生活
”
,并热切期望

“
大家一起来过前进的生活,受前进的教育

”
③。

不言而喻,陶先生所首肯的
“
生活

”
,不是落后的生活,而是健康的、不断前进的生活;不

是愚昧的生活,而是科学的、艺术的生活;不是腐化的生活,而是劳动的、改造 社 会 的 生

活。总之,是 向前、向上的现代生活。

其次,我们应辨明陶先生是否把
“
生活

”
与

“
教育

”
绝对等同, 

“
生活即教育

”
是否是

“
否认理论

”
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陶先生指蛀i, 

“
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

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
”

④;并月̂ ,我 们/要

过现代的生活9就是要受现代杓教育
”

⑧。显而易见,陶先茔.是把
攵
生滔

”
作为

“
教育

”
的

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因 为教育只有冂广大人氏的社会生活实际密 L,J结含才能有活力。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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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列宁所强调的: “
如果学习、教育和训练只限于学校以内,而f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

这样的教育方式我们是不会相信的
”

⑥。同时,生活教甯本身是
“
太众的教育

”
,是

“
大众

为生活解放雨办的教育
”

⑦,我们接受教育和培养现代人才的目的是使人民太众能够过上现

代的生活。因而, 
“
教育

”
又是

“
生活

”
的充分条件。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割裂,但又不容

混同。并且,陶先生还着重强调:要不断地通过行动实践去发展理论,以 引导人民太众的整

个生活向着更高的昂募煎
:进⑨。可见,陶先生所坚持的 f生活即教育

”
,不是说教育应消极

地适应生活,而是说教育应以理论为指导,着眼于人类未来的幸福,去改善人民大众的现实

生活。所以,过去那种把生活教育理论视为
“
否认理论指导,只求眼前实用

”
的观点,不是

实事求是的,而是极左思潮在教育研究领域的反映。

再次9陶先生认为, 
“
教育即生活

”
以及

“
学校即社会

”
等主张足

“
鸟 笼 式

”
的 教 育

观 ,“就好象把一只活泼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
”

⑨,而我们通过生 活 进 行 教

育丿所矢掉的只是
·“

鸟笼
”
,得到的则是

“
伟大元比的森林

”
◎。陶先生的这种把教育深深

植基和融合于整个

^‘

类社会生活的教育观,元疑是对他留美时的导师——杜威的教育观的扬

弃:无疑是对当
i时

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把教育与学校,特别是把教育与
“
旧学堂

”

和
“
洋学校∵完全等同的

“
小教育观

”
的猛烈冲击,其 目的是要把蕴涵丰富、作 用 广 泛 的

l冫 教育
″
从地主、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中解放出来,使所有劳苦太众都能享有同等的受教育

权利。我们今天研究、确立以及不断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
“
大教育观

”
,也

无疑可以从生活教育理论中吸取革富的营养。

《二二)

陶先生没有专文论述生活教育理论的领域论,但从他的若干著作中可以看出,其领域论

包括两个主要方甬亍: 
“
社会即学校

”
是第一个方面; 

“
终身受生活教育

”
是第二个方面。

“
社会即学校

”
,是陶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横向领域。陶先生认为9由于整个社会是生

活的场所,困雨也是教育的场所,所以整个社会才是丿
`民

太众真正的学校。显然, “
社会即

学校
”

乃是
“
生活即教育

”
在理论上的自然延伸。陶先生的这一主张,对于冲破当时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学校教育与社会之间的
“
高墙

”, 
“
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去,使它能任意

翱翔¨⋯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界里去
”

④,促进
“
封闭式

”
的教育逐步向

“
开放式

”

的教育转变,使学校与社会密切结合,培养真正适合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使教育真正成为

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是具有厉史意义的。陶先生无情地抨击了士大夫子弟受
“
老八股

”
、

“
洋八股

”
的书本教育的特殊学校是

“
死学校

”,只会教学生
“
读死书

”
。同时又高度肯定

了:在社会这个伟大的学校里, 
“
人入可以做我们的先生,人人可以做我们淘同学,人人可

以做我们的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
”

⑨。陶先生的这一主张,极大

地鼓舞了旧中国的广太莆年学生走出
“
高搂深院

”
,投身于征服白然、改造社会和民族解放

运动的滚滚洪流之中,对促进他们和全国人民团绪在-起,在 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领导下,为推翻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打败日本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因而j司 恩来同志离庋评价陶先生走一位
“
元倮留追随党淘党外布尔什维克

”;陆定

⊥1同志奋延安各耳举行的陶行知追悼会上,代表党中典赞苷他
“
一生致力于救国事llL、 民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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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教育事业
”

⑧。             、         ∷

∴今天,我
·
们的学校教育要面向祖国的现代化建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需要所有年青

工代自觉地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拜人民群众为师,“先向沃土扎深根
”

,

以社会为更大的课堂,学 习
“
中国实际勹这部大书:因此, 

付
社会即学校

”
的思想在当今仍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并且,如何使有限的学校教育有机地融合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去,

如何使理论知识进一步和社会实践结合,以有效地服务于祖国长青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这也
值得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深入地探索。              -

〃
终身受生活教育

”
,是陶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纵向领域。陶先生不仅认为生活教育是

大众真正的教育,社会是人民真正的学校,雨且强调
“
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

′
出世

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
”

④。他还通过 《育才学校校歌》以及其他诸种途径,屡屡告诫
自己的学生要

“
学习、学习、学习,学到人所不知∷人所不能

”
;要虚心地跟一切 人j∴学,

F踉
先生学,跟大众学,⋯⋯踉大自然学,也跟大社会学

”
⑧;他还特别要求教师率先做到

f唯其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
”,要

“
活到老,学到老

”
⑩。∷认真分析陶先生的上述观点,

不能不感到生活教育理论把个体受教育的时限从短暂的学校教育阶段延展到个体的终身,主
张个体的生活教育就是个体的终身教育,这难道不是当今盛行的终身教育理论的先声Ⅱ我们

今天论及终身教育理论时,不少同志言必称西方,似乎新的教育理论只有西方教育家才可能

创立和发明,这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她带有民琢虚无主义的倾向。同时,我们过去研究生活

教育理论的领域论时;也往往只着眼于
“
社会即学校

”
的主张,忽视了陶先生的

“
终身受生

活教育
”
的思想占因而,进∵步全面地探讨生活教育理论的领域论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我们

民族宝贵的教育财富。                       `

∷       ·
(三 )

∶ 培养
“
真善美的活人

”
、培养

“
现代人

”
是生活教育理论的目的论。      {1

Ⅱ∮硌先生指出,要做
一

个
“
真善美的活人〃必须具有: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

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⑦。陶先生之所以把培养
“
真善美的活人

”
作为生活教育

的目的,是 因为他瘠感中国近百年的教育或
“
仪型他国

”
,不合中国国情 :或

“
因袭陈法亻,

与社会的现实需要相悖,是一种盲目的
“
死教育

”
。学生毕业之后, “

足也 瘫 了,手 也 瘫

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
”·,因此,生活教育

“
第一就

注重健康
”

⑩∶他又指出,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
是教民众

:联合起来做主人:做 自己的主人,

做政府的主人,做机器的主人,做大自然的主人
”

⑩;真正的教育, “
必须使学者和人民万

物亲近。与人民亲近是
‘
做人

’
的第一步。与万物亲近是

‘
格物

’
的大门口

”
④。所以,还·

必须使学生既要勇于改造社会,又要有求真、求实的作风和实际的本领。陶弗生放眼世界,

深感
“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科学的世界。整个中国必须受科学的洗礼,方能适于耸存∵④。如

何使中国顺应世界发展的趋势、接受科学的洗礼呢?这就需要培养 严现代人〃,`使他们 f取

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并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
”
,以

保证现代化的不断发展②。           i、
陶先生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9为实现培养

“
真善美的活人

”
和

“
现代人

”
的目的而孜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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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坚韧不拔、奋斗终身。他创
“
晓应

”,兴 “
育才

”,试验乡村师范教育,组建社会大

学和山海ェ学团等等,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不少德才兼备、出类拔萃的革命家、科学家、:敬育

家和艺术家。尽管由于当时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与腐败,他的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未能得

以广泛实现,但剖析陶先生提出的上述标准不难看出,生活教育的目的与新中国成立届我们

提出的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的,其基本要求是一 致

的。

历史推进到了八十年代。在这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速、广泛

和深入,现代科技和琬代社会对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培养大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新型人才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这种新型人才既要体魄健康、富有改造社会的开拓檎

神,叉必须掌握现代知识和技能,并能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解决现代问题。这和陶先生所

主、张培荞的
〃
现代人

”
和

“
真善美的活入∵在基本要求上也是一致的。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

和时:代的变迁,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新型入才在具体规格上已高于陶先生的理想,但我们不能

不承认他提出的培养
“
真善美的活人

”
和培养

“
现代人∵的主张,远比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人

提出的主张更有远见、更高明;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陶先生的这种主张,已为我们今天教育理

论的发展迈出了宝贵的笫一步。     ∵

∴        《四 )

如何培养
“
真善美的活人

”
和培荞 阝现代人

”?陶先生认为必须通过
“
教学做台一

”
。

“
教学做合一

”
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

陶先生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后,看到当时国内学校屮的先生只管教、学 生少t管
“
受

教
”
的情形,就立下改革中国教育旧状的终心。他首先在南京高师倡议改

“
教授法

”
为

“
教

学法
”,又相继撰写《教学合一 》和 《教学做台一 》等方法论的代表著作。他大张挞伐当时

学校中渎死书、死读书、学而不致用的陈腐的教育思想,痛斥
“
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里鬼混的人是死人——先生是先死,学 生提学死!先丌与学死所造成的国是死国,甄渖溥的

世界是宛世界
”

￠)∶ 他断然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
'毅

然抛弃大学教擐的优裕生活艹脱下西

装、穿上草鞋,投身于开创入民的新教育事业,坚定地实践臼已的生活教肓珲论和
“
教学做

合一
”

的主张。 t

/教学做合一
″
走否是科学的方法论?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从陶先生

“
知行

观
”
的演进来分析。学生时代的陶行知研究王阳明之学,信奉 f知是行之始

”
说,也曾称许

戴东原
“
重行必先重知

”
的理论,并以

“
知行

”
为名。然而,旧 中国教育的腐败使他愈来愈

感到王、戴学说的流弊积淀, “
知是行之始

”-变而为
“
读书是行之始

”,再变而为 〃听讲

是行之始
”,致使中国的学子被其麻醉,∶ 终至

“
不能行

”
和

“
一无所知

”
⑧。于是,他大声

疾呼要颠倒王、戴的理论,喊出了
“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
的口号,进而又概括出

“
行

知行
”,凼 公式,并从此正式更名

“
行知

”
⑧。陶先生

“
行知行

”
的知行观,体现了

“
实践、认

识、再实践
”
“J恕拣Ⅱ体现了 阝通过实践认识真瑚,又通过实践而检验和发展真理

”
的八类

一般认识规律,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耐 “教学做含一
″
和注重

“
行动

”
与 1实

践
”
渐恿想,则是这种知行观在教学方法论~L的 具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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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
“
教学儆台一

”
这一方法沦在敬育实践屮的价值来分析。陶先生汰为,lⅡ的学

校几乎排斥了亲知,所重视的只是闻知, “
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

”,所以

培芥的人
“
一无所能

”,解决这种教育通病的办法是使
“
手脑联盟

”,而要在教 育 中实现
“
手脑联盟

”,就应当
“
教学做合一

”
⑧。由此可见, “

教学做合∵
”
不仅是人类-般认识

规律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运用,而且它与旧教肓的
“
教学做分家

”
针锋相对,其 目的是使理论与

实践结合起来,并由此培养陶先生认为是最有益于社会的、以大脑f指挥手指行动的人
”

⑧。

此外, 
“
教学做合一

”
是否是只强调

“
盲日实践

”
、 “

忽视理论知识学习
”

呢?非也。

按陶先生的回答, 
“
教学做合∵的理论不是不要书;它要用的书的数目之大,比现在的教科

书要多得多。它只是不要纯粹以文字做中心的教科书
”

⑧;盲 目行动不是 f做
”,胡思乱想

不是
“
做∵,真正的

“
做

”
只是

“
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

”
⑧。显然, “

教学做合-”

所突出强调的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必须结合。        ∷
“
教学儆合一

”
这⊥̄方法论在我们当今的学校教育中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呢?答案也是肯

定的。我们今天的不少教学内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脱离实际的弊端,以致培养的学生缺乏动

手能力,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很多青年学生丛小学到大学,没有深入接触 过 社 会实

际,对中国的国情知之甚少,甚至个别学生盲目追求西方文明,以至做出了一些
“
亲者痛、

仇者快
”
的事情;某些学生走出校门之后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很难尽快适应社会,甚至有

的学生感到怀才不遇、思想消沉,要经历△̂段痛苦的
“
心理适应期

”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

不正明确地提醒我们在教育中应更加苴视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实践环节的

训练和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吗?                   、

陶先生在实践
“
教学做合一

”
的基础上还进¨步指出: “

手脑联盟
”
和

“
行动

”
是中国

真正的教育的开始, 
“
创造

”
则是中国真正的教育的完成。他在生活教育的方法论思想中,

突出地肯定了
“
创造

”
的意义,认为

“
做的最高境界就是创造

”
⑩。因而,他强调, “

好的

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
”
,他要求教师一方面要指导学 生,一 方面 要

“
研究新的学问,求新的进步

”
⑧;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

“
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

”
,

要敢于探索
“
未发明的新理

”,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开拓精神,使学生能得到
“
点金的指

头
”

⑨,能
“
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

”, 
“
继续不断的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

”
⑧。陶先生的

这一观点,无疑是其方法论的理论升华,也无疑是教育要
“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
”
这种新型教育观的萌芽。我们今天的教学理论一再呼吁, 

“
教学主要是 教学 生学

”
、

“
教是为了不教

”
、 “

教学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

等等,不正是陶先生当年早在探萦的

思想鸱?不言雨喻,深入研究 f教学做合一
”
这—|方法论,对干革新和丰富我们今天的教某

理论,开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新局面,显然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 | ∵Ⅱ

综上所述,Ⅱ生活教育理论作为我国迈现代教育理论流派中的主要流派之工·,它本身既是

一种有创造性的教育理论,为 中国新教育
“
放下了一块奠基石

”
⑧,又是

一
种不断发展、不

断进步的教育理论。不论是从历史的纵坐标、还是从现实的横坐标对它进行深入的研讨,都

是十分必要的。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既可以使我们认识这一理论的本来面目,又可以使

我们批判她继承我国文化教育的宝贵遗产:从现实的角度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革新我们的

教育观念、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也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现代教育理论J当然,毋庸讳

亩,生活教育理论屮也有不够成熟或失之偏颇之处,但毕竟瑕不掩瑜。随着我们实事求是地

5♀



不断对它进行深入的研讨,我们一定能够使这一理论更好地为当今的社会主义教 育事 业 Ⅲ民

务ρ∴   i

∵钰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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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布的被动状态,认为学生的心智成长全仗  动,并且否认了教学是一个由教师与学生相

教师的刻意求工和定式指导,忽视了教师作  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因 而它是片面的、不科

用发挥的前提条件,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  学的。尽有既承认教师的主体作用,又承认

性。∴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不承认学生主观能动  学生具有主观能动性,才是对教学过程的客

性的存在,把教学活动等同于一般的生产活  观分析,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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