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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研究》基于3400余份问卷调研数据，结合典型农户的开放式访谈和典型县镇
的个案分析，对我国农民培训的现状和特征进行系统剖析，提出了我国农民培训的成效、特征与不足
。
在对我国农民培训现有模式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研究》通过农民培训供
需均衡分析和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分析，结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借鉴国外农民培训成功模式，提
出了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选择原则和制度设计。
进而，从农民培训投资机制、管理机制和运行效率方面探索了新型农民培训的长效机制，提出我国开
展新型农民培训工作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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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帮宏，男，1963年12月出生，河北唐山人，博士，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技部课题2项，省部级课题19项，出版专著20部，发表论文90余篇，获得
河北省科技进步奖、河北省优秀社科成果奖10项。
主要研究领域：农村产业经济、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资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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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也是“五四”以后中国最有影响的
进步教育家。
他的一系列进步教育理论包括生活教育、平民教育、普及教育等，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宝贵的精神财
富。
尤其是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更是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至今仍颇具现实性和启发性
。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活即教育。
它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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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就是要用教育的力量，来达民之情，遂民之愿，把天理和人欲打成一片。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等无
不是生活教育理论与特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结果，生活教育理论也得以在这些教育活动中不断充实和
完善。
他认为，教育应以生活为中心，生活即是教育。
“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
”他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
心之教育”。
“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康健的生活便是受康健的教育；过科学的生活便是受科学的教育；
过劳动的生活便是受劳动的教育；过艺术的生活便是受艺术的教育；过社会革命的生活便是受社会革
命的教育。
”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是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
的教育。
　　第二，社会即学校。
它是生活教育的场所论。
“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
”它突破了旧教育和洋教育理论中狭隘的教育场所观点，实现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和沟通。
“社会即学校”打破了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围墙，把学校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注重向社会学习。
它也把学习的场所扩展到社会中，不固定于特定的地方，把整个工农大众包括到教学活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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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校社科文库》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各高等学校和出版单位共同建立
的学术著作出版平台，旨在为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出版学
术著作创造条件。
　　《高校社科文库》将坚持“广泛动员、集中征集、严格评审、精心编校”的工作原则，致力于通
过资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推动学术成果交流推广等形式，让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和优
秀工作者走进交流空间，进入公众视野，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积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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