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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能为教育工作者全面了解、学习、研究和运用陶行知教育思想，提供些微帮助。
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理论研究、系统分析等为主要研究方法，
把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学说，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思想文化氛围里来认识、理解与描述，做
到历史与逻辑的结合、抽象与具体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本土与域外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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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洪宇，1958年生于湖北武汉。
教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兼职教授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现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发展战略学科组成员、教育部全国高校设置委员会委员、长江
教育研究院院长。

长期教育研究史和教育政策问题，近年重点研究基础教育、教师教育和高等教育。
先后承担了教育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多项重点课题，在《教育研究》、《
历史研究》、《人民教育》、《中国教育学刊》、《中国高等教育》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中国教育报》等重要杂志和报纸，发表多篇文章。
有的政策性建议(如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建立贫困生资助体系、改革大学生助学贷款制度等)，
通过全国人大，反映到国务院和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促成了有关政策出台。
研究成果十余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并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著有《教育的信念与追求》、《教育公平论》、《中部教育论》、《乐为教育鼓与呼——周洪宇教授
访谈录》、《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怎样做人大代表》、《
怎样写人大议案》等，主编或参与主编《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陶行知教育学说》、《中国近现代
教育思潮与流派》、《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千年梦想圆于建国百
年——小康社会与教育新使命》、《教育大变革——全体·全面·全程的阳光教育》、《阳光教育对
话录》、《阳光教育实践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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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陶行知的生活、求学与交往
 第一节 陶行知生活的时代背景
 一、20世纪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
 二、时代、社会环境与个人的多向选择
 第二节 陶行知的求学经历
 一、呖村蒙馆发蒙
 二、崇一学堂求知
 三、金陵大学问学
 四、伊利诺大学攻读
 五、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第三节 陶行知的爱情、婚姻与家庭
 一、一个大家庭
 二、两次爱情与婚姻
 第四节 陶行知的师友群体
 一、江浙教育前辈群体
 二、哥伦比亚大学师友群体
 三、共产党人学生群体
第二章 陶行知的教育生涯与政治活动
 第一节 陶行知的教育生涯
 一、主持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教育科，提倡教育革新
 二、主持中华教育改进社，推动全国教育改革
 三、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开展平民教育运动
 四、发起乡村教育同志会，推行乡村教育运动
 五、创办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发动普及教育运动
 六、成立国难教育社和生活教育社，开展战时教育运动
 七、主持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推动民主教育活动
 第二节 陶行知的政治活动
 一、参加辛亥革命地方起义
 二、领导南京“五四”爱国运动
 三、支持晓庄师生反帝爱国运动
 四、响应“八一宣言”，发表“共同声明”
 五、从事国民外交，争取抗战外援
 六、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
第三章 陶行知的办学活动与教育实验
 第一节 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
 一、晓庄师范的创办缘起与经过
 二、晓庄师范的办学宗旨与培养目标
 三、晓庄师范的实验条件与组织机构
 四、晓庄师范的实验内容与措施
 五、晓庄师范实验的中止
 六、晓庄师范生活教育实验的影响与评价
 第二节 山海工学团的生活教育实验
 一、山海工学团的创办缘起与经过
 二、山海工学团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与培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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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山海工学团的组织机构
 四、山海工学团的活动与措施
 五、山海工学团教育实验的影响与评价
 第三节 育才学校的生活教育实验
 一、育才学校的创办缘起与经过
 二、育才学校的办学宗旨与培养目标
 三、育才学校的组织机构与师资队伍
 四、育才学校的实验内容与措施
 五、育才学校教育实验的影响与评价
 第四节 重庆社会大学的生活教育实验
 一、社会大学的创办缘起与经过
 二、社会大学的办学宗旨与培养目标
 三、社会大学的实验条件与组织机构
 四、社会大学的实验内容与措施
 五、社会大学生活教育实验的中止
 六、社会大学教育实验的影响与评价
第四章 生活教育学说的思想来源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 政治理念
 一、政治理念的渊源
 二、政治理念的演变
 三、政治理念的内涵
 第二节 哲学观点
 一、哲学观点的来源
 二、哲学观点的形成与演变
 三、哲学观点的构成及特征
 第三节 文化思想
 一、文化思想的渊源及演变
 二、文化思想的形成及特质
 三、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
第五章 生活教育学说原理之一：生活即教育（本体论）
 第一节 “生活即教育”的产生背景
 一、教育背景
 二、理论背景
 第二节 “生活即教育”的含义与实质
 一、“生活”、“教育”范畴
 二、“生活即教育”的含义
 三、“生活即教育”的实质
 第三节 “生活即教育”的作用及评价
 一、“生活即教育”给“五四”以后中国新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
 二、“生活即教育”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六章 生活教育学说原理之二：社会即学校（场域论）
 第一节 “社会即学校”的产生背景
 一、教育背景
 二、理论背景
 第二节 “社会即学校”的含义与实质
 一、“社会”、“学校”范畴
 二、“社会即学校”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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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社会即学校”的实质
 第三节 “社会即学校”的作用及评价
 一、“社会即学校”彻底改造了旧的学校观和教育观
 二、“社会即学校”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借鉴
 三、“社会即学校”符合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
第七章 生活教育原理之三：教学做合一（方法论）
 第一节 “教学做合一”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教学做合一”的含义与实质
 第三节 “教学做合一”的作用及评价
第八章 生活教育学说的具体主张：民主教育与科学教育
 第一节 民主教育
 一、教育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二、教育要从国情出发
 第二节 科学教育
 一、教育应科学化
 二、科学应教育化
第九章 生活教育学说的具体主张：乡村教育、师范教育与教育实验
 第一节 乡村教育
 第二节 师范教育
 第三节 教育实验
 一、教育实验是“发明之利器”
 二、教育实验应着眼现实，解决本国实际问题
 三、教育实验须有“缜密的计划”，不可草率从事
 四、教育实验“要得人”，“要有组织”，要建立基地
 五、教育实验应善用科学方法
 六、从事实验者应具备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拼搏精神
第十章 生活教育学说的具体主张：创造教育与终生教育
 第一节 创造教育
 一、“小孩子有创造力”
 二、儿童创造力的“六大解放”
 三、培养儿童创造力的“三个需要”
 四、对陶行知解放儿童创造力教育思想的评价
 第二节 终生教育
 一、终生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二、终生教育思想的内涵
 三、终生教育的对象、内容与途径
 四、终生教育思想的评价
第十一章 生活教育学说与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杜威教育理论的关系
 第一节 生活教育学说与中国传统教育的关系
 一、陶行知对待传统教育的态度
 二、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区别
 第二节 生活教育学说与美国杜威教育理论的关系
 一、杜威的影响与陶行知的超越
 二、生活教育与实用主义教育的区别
第十二章 陶行知的伟大人格精神
 第一节 爱满天下的博大胸襟
 第二节 乐于奉献的伟大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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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炽烈真诚的教育激情
 第四节 不屈不挠的刚毅品质
 第五节 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
 第六节 开拓求新的创造精神
第十三章 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当代价值
 第一节 生活教育学说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营养来源
 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现代大教育观
 二、培养“真善美的活人”——主体教育论
 三、“教育以生活为中心”——生活课程论
 四、“教学做合一”——实践教学法
 五、“教育与人生为始终”——终生教育论
 第二节 生活教育学说能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一、借鉴陶行知“教育立国”思想，充分认识到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借鉴陶行知“生活即教育”思想，使教育与社会生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三、借鉴陶行知“社会即学校”思想，构建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开放的大教育体系
 四、借鉴陶行知“全面教育”思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五、借鉴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思想，加强理论联系实际
 六、借鉴陶行知的“小先生制”，加快扫盲速度，提高中华民族的基本素质
 七、借鉴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深化农村教育改革
 八、借鉴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大力发展师范教育
 九、借鉴陶行知“政富教合一”思想，把教育与政治、经济打成一片，进行社会整体改造
十、借鉴陶行知坚持从国情和国力出发，正确对待古今中外教育经验的基本改革原则，建立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第三节 怎样造就第一流的教育家——陶行知的启示
第十四章 陶行知研究在国外及港台地区
 第一节 陶行知研究在日本和韩国
 一、陶行知思想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的影响
 二、二战后日本对陶行知研究的重视
 三、当今日本和韩国陶行知研究的蓬勃发展
 第二节 陶行知研究在美国和欧洲
 一、陶行知思想在美国的传播
 二、陶行知思想在欧洲的传播
 第三节 陶行知研究在香港和台湾地区
 一、香港地区对陶行知思想的研究
 二、台湾地区对陶行知思想的研究
附录一 陶行知年谱简编
附录二 陶行知研究文献
附录三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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