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陶行知教育箴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陶行知教育箴言>>

13位ISBN编号：9787548405757

10位ISBN编号：7548405758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哈尔滨

作者：陶行知

页数：20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陶行知教育箴言>>

前言

　  前言　  陶行知先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坚强的民主战士和著名社会活动
家，也是伟大的人民诗人。
他的一生都是在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而奋斗，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而斗争。
&ldquo;捧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rdquo;，陶行知的这句诗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陶先生虽然去了，但是他却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
　  陶行知对教育的思考以及实践要比同时代人走得更深更远，早在1919年，他就提出了&ldquo;创造
精神&rdquo;的教育思想，是我们国内提出该思想的第一人。
他还将&ldquo;教授法&rdquo;改为&ldquo;教学法&rdquo;。
提出了&ldquo;教学做合一&rdquo;的教育理念，并亲自参与到推广和普及平民教育、生活教育以及幼
稚教育的事业中，创办了多所学校，并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李鹏、
国务委员张劲夫等，都是他的学生。
　  陶行知一生著作甚丰，他对教育的思考与探索都汇集在他的著作中。
　  我们将其中饱含其教育思想的句子采摘出来。
以箴言的形式奉献给大家。
　  这些箴言，句句珠玑，全都是陶行知用心血凝结威的智慧的结晶。
虽然陶先生已经去世半个多世纪了，但是他对教育的批判，在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他对教育的
探索，也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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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陶行知教育箴言》从陶行知先生诸多著作中精选出最经典的内容，将其平生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的
精髓汇集成册，以箴言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陶行知教育箴言》行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处处蕴涵哲学的思辨、教育的智慧。
这些经典内容历经数十年的考验，仍保持了极高的学术价值，并对今天中国教育的改革有着巨大的借
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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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是我国为工农服务的幼教
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1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14年先后赴美国伊利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等人。
归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和中华教育改进社干事等职。
他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
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及燕子矶中心幼稚园。
抗战前后，他倡导并实施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抗战教育等。
他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他的主要幼教类著作有《创设乡村幼稚园的宣言》《幼稚园的新大陆》《如何普及幼稚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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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教育能改良个人之天性。
人之性情有善有恶，教育能使恶者变善，善者益善。
即个人性情中，亦有善分子与恶分子，且善分子中亦含有恶。
如爱，乃性情中之善分子也；而爱极生妒，变善为恶矣。
恶分子中亦含有善。
如怒，乃性情中之恶分子也，然文王一怒而安天下，用恶为善矣。
教育乃取恶性中之善分子，去善性中之恶分子。
如开矿然，泥内含金，金内亦杂有泥。
开矿者取泥内之金，去金内之泥，然后成为贵品。
教育亦若是矣。
　　二　　教育能养成共和之要素。
共和国有两大要素：一须有正当领袖，一须有认识正当领袖之国民。
盖领袖有正当者，亦有不正当者。
正当领袖，能引导国民行正当之事业；不正当领袖，能诱致国民行不正当之事业。
故又必须养成能认识正当领袖之国民，领袖正当则从之，领袖不正当则去之。
由是，正当领袖之势力日张，而不正当领袖之势力日蹙。
所以教育能巩固共和之基础也。
　　三　　教育能播非遗传的文化。
人之言语非生而知之者，必由渐习而后能。
然亦只能说一国之语，如中国人只能说中国语，而不能言德、美、俄、日等国之语。
如欲能言德、美、俄、日等国之语，必由专习而后能。
推而言之，世界文化无虑千万，皆父母所不能遗传者，而教育能一一灌输之。
　　四　　鄙人谓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
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国，但救国一语，似觉国家已经破坏，从而补救，不如改为造国。
造一件得一件，造十件得十件，以至千百万件，莫不皆然。
贫者可以造福，弱者可以造强。
若云救国，则如补西扯东，医疮剜肉，暂虽得策，终非至计。
若云教育造国，则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盖教育为乐观的而非悲观的也。
　　五　　教育为最有可为之事。
古今名人莫不由研究教育而出。
如达尔文、杜威、威尔诺刻等，皆由研究教育而出者也。
但须有决心，有坚志，则成事何难？
　　六　　我等第一要知：人是人，我是我。
天既生我，则必与我以一种为人所无能为之能力。
不然，既有他何必有我！
天既生孔子，万事皆孔子所能为，则又何必生我而为古人之附属物？
由此观之，则我等当自立，当自强，为我之所能为，不随人学步，庶不负天生我之意。
　　七　　师范生当做何种之观念？
以鄙人看来，男师范生与女师范生之观念，当有不同。
欧战发生后，德法发生一莫大之问题。
因其平时男教师比女教师为多，一旦战事发生，国内乏男子担任教育事业，影响于儿童者甚大。
中国亦如此。
但美国、加拿大则不然，其小学教师皆以女子充当，其男子皆任兵役以卫国家，所以战事发生后，教
育依然不受影响。
再，女子与儿童有天然亲爱之感情，非若男子之爱护儿童出于勉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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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高等小学则有不同，因此须养成其进取勇敢之精神，激发其军国民之志气，故须利用男教师。
此男女教师不同之点也。
然其共同之点，则在以教育为专门职业。
地理、历史、哲学、医学、生理学等，虽皆为教育家所利用，而教儿童则非修专门之教育的科学不可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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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陶行知一生著作甚丰，他对教育的思考与探索都汇集在他的著作中。
编者将其中饱含其教育思想的句子采摘出来。
以箴言的形式奉献给大家。
《陶行知教育箴言》中的这些箴言，句句珠玑，全都是陶行知用心血凝结威的智慧的结晶。
虽然陶先生已经去世半个多世纪了，但是他对教育的批判，在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他对教育的
探索，也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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