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威教育名著读后感 陶行知教育名篇读
后感(实用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
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
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
帮助。

杜威教育名著读后感篇一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前苏联教育家马可连柯这句话道
出了陶行知教育的真谛。作为一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
思想家，陶行知先生以睿智的目光、博大的胸怀，倡导并实
践了爱的教育，他爱教育，爱学校，爱学生，称学生和学校为
“爱人”，令人耳目一新，也给我很大的启示。

教师没有爱就不能教育学生。对学生爱是教师高尚职业道德
的自我体现。热爱学生，喜欢学生，以温存慈祥的态度、和
蔼的语言对待他们，使他们与自己越来越贴近，在两颗心逐
渐融化为一的过程中，教师按真人的规范导之以行，或示范，
或帮助，或催化，或促进，每一施教又无不浸透着期望和成
功的喜悦。没有对学生爱，即使教学也没有激情。没有课堂
上师生间心灵的沟通、情的交融，也就不可能产生教学所需
的智慧和吸引学生的技巧。只爱一部分学生，意味着对另一
部分学生冷漠，那是偏爱，偏爱是一种非理智的情感。陶行
知特别反对“纯以面貌美丑为取舍”的选拔法，他办育才学
校施爱于所有难童，包括有生理缺陷或有病的难童，他做到
了如谚语所说的那样：“漂亮的孩子人人都喜欢，只有爱难
看的孩子才是真正的爱。”教师有“不偏爱学生的义务”由
此我想到，教师对学生的爱应是一种理智的诚实的公正的稳
定的`师爱，它是高尚情感和科学的严格要求相结合的产物。
师爱是包含教育目的爱，而且通过这爱以受到教育效果。陶



行知称学生为“爱人”，说明他的教育思想，是把爱和教育
视作天生的结缘。教师爱学生，就有教育，学生爱教师，于
是教育产生效果。

“在我的教育里，小孩和青年是最大，比什么伟人还大。”
陶行知先生这样尊重学生。作为教师，对学生的爱首先要尊
重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和个性。师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教师不能凭个人好恶而好恶之而褒贬之，绝不能伤害学生的
自尊心，把“差生”视为“朽木”。有的教师口诛之余，施
以体罚，更是辱人之举。任何一种体罚都是使学生肉体痛苦，
它不仅于事无补，反教学生精神倍受刺激，以致他们摔破罐，
撑破船。陶行知最反对体罚，他准确地说明了体罚的危
害：“体罚是权威制度的残余，在时代的意义上说它已成为
死去的东西，它非但不足以使儿童改善行为，相反地，它是
将儿童挤下黑暗的深渊。”作为现代学校的教师，我们要记
住陶行知的话：“我们奋斗的工具是爱力不是武力。”动武，
意味着教师自身的失职。

其次，陶行知先生对学生的爱还表现在对学生学习、思想、
生活上全面关心爱护。即父母想到的，教师想到了，父母未
想到了，教师也想到了。由此我想我们现代教师做学生“亲
人、朋友和导师”三个角色。

当然，爱不是放纵，爱里有严，爱里有教育，陶行知为学生
竭力改善生活条件时，又嘱之以俭朴为美德，绝不可浪费，
特别是看到学生出现了不良生活和思想倾向时，就及时送上
关怀与指导，这样学生在承受师爱的过程中找到前进的路。
作为现代的教师更应如此。

老师们，热爱自己的学生吧！当我们对学生产生“恨铁不成
钢”的思想感情而一时不理智地做出有伤学生人格的事，是
否想到这学生也许是一块特殊的钢坯，需要更多的爱去熔炼
锻造呢？教师爱学生，就不能没有自我克制，“怒”是必须要
“制”的，否则既无补于事又伤神伤身，久之反倒说明自身



无能。要注意克服自己情感上的弱点，“把你的生命放在学
生的生命里”，乐其所乐，忧其所忧，用师爱引导他们走向
光明、走向未来。

杜威教育名著读后感篇二

＂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
＂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
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
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
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
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
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
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真教；学生拿做来穴，
方是真学。＂他用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
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
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
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
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
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
的活动中获得知识。值得指出的'是：＂教学做合一＂的＂做＂
与杜威＂从做中学＂的＂做＂是有区别的。首先，陶行知所
说的＂做＂是指＂劳力上劳心＂，反对劳力与劳心脱
节。“‘做’字在晓庄有个特别定义。这定义便是在劳力上
劳心。单纯的劳力，只是蛮干，不能算做，单纯的劳心，只
是空想，也不能算做，真正的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其次
这个＂做＂亦是＂行是知之始＂的＂行＂。陶行知指出：＂
教学做合一既以做为中心，便自然而然地把阳明先生的见解
颠倒过来，成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他认
为＂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可见陶行知的＂做＂是建
立在＂行＂的基础上，是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得
知识的源泉。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
育当作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来，有
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



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
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
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当作衡量教
育、学校、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
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
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
混的人是死人＂。这一点对于我们现在新课程理念下的教师
同样具有指导意义的！

杜威教育名著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有幸拜读了陶行知先生的《陶行知教育文集》，读
罢这本书，我受益匪浅。“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前苏联
教育家马可连柯这句话道出了陶行知教育的真谛。作为一名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陶行知先生以睿智的目光、
博大的胸怀，倡导并实践了爱的教育，他爱教育，爱学校，
爱学生，称学生和学校为“爱人”，令人耳目一新，也给我
很大的启示。每当读到一段精彩之处，总是感到有一位慈祥
的老人在讲述自己一生对教育的感悟。先生说:“以教人者教
已”是根本方法之一，先生也正是以这样的方法来对待“教
育”和“生活教育”。先生的言行理论对我们这些教书匠来
说，无疑是最明亮的指路灯。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先生这
一至理格言，正是我们“教书育人”的永恒主题。其意义有
二:第一，“知行统一”。我们在注重知行统一的同时，不可
忽视学生的心理体验，即如何使学生知行达到和谐统一，真
正使学生达到“学做真人”，成为真、善、美的人。第二，
探索真理。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学生所接触的
信息及更新的知识，瞬息万变。面对这些，学生既感兴趣，
又难以招架。陶行知先生还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你的鞭子下
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声中有爱迪生。”这
句话告诉我们不能把有的`学生看死了，把他们看成坏孩子，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会发展、变化。即使他们不会



成为瓦特、牛顿、爱迪生，也要努力把他们塑造成一个有用
的人材。我们教师要把学生看作是一个有思想能力的人，有
发展潜力的人，而不是老师施爱的被动对象。当老师把学生
当成教育的主体，用赞赏的眼光去看他们时，就会发现他们
有可爱之处。我们在对学生教育时，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
考和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冷静地考虑学生需要什么?要多注
意他们一点，多关心他们一点，老师对他们给予深深的理解，
就会发现他们值得你爱，你才会发自内心地去爱他们，这样
才能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学习了陶先生很多方面的教育理论，自己感觉受益匪浅，他
的著作又如一盏明灯，在教育的海洋中引领我们去找寻找属
于我们自己的目标。读完此本名篇，我除了感动，更多的是
佩服，佩服他的为人，更佩服他在那个时期所提出的一些鲜
明的观点，也正如鲁迅所说:“读完此书，我和一个高尚的灵
魂接触了!”我将努力去充实自己，丰富自己的业务素质。

杜威教育名著读后感篇四

对于陶行知本人，知道他很有名气，是杜威的弟子，关于他
的教育思想，我只知道他提出过什么“生活即教育”这么一
个标题，除此以外，我对其就浑浑然了。就如在《陶行知教
育名篇》一书中“序二”所写：“大面积的中小学教师只知
陶公其人，未知陶公其说，更别说把陶公的教育思想付诸教
育实践了，继而有所发展了。”此作者更指出：“一个没有
读过陶行知的人，怎么可以在中国做教师呢？”读到此，虽
然我不同意他的说法，但足以可见陶公在中国教育界的影响
之深远。于是在闲暇空余之时，我拜读了陶公的教育名篇，
现把所读、所想、所悟零碎记录下来。

正如陶行知先生说的：“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
牛顿，你的讥笑里有爱迪生。”尊重学生还要学会欣赏学生，
特别是对那些学习基础差、纪律松散的学生更要努力发现他
们身上的闪光点，并把这闪光点放大，让每个学生都有展示



自己才华的机会，让每个学生都在成就感中获得自信。当你
面对“恨铁不成钢”的学生时，当你面对家庭和社会的`烦恼
时，一定要冷静。如果我们把指责、批评、抱怨，换成启发、
表扬、激励会是另一种情景。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生活教育强调
的是教育要以生活为中心，反对传统教育以书本为中心，认
为不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死的教育。生活教育是在批判传
统教育脱离生活实际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单纯知识教育的对
立物。

尊重学生，就要学会宽容与接纳学生。宽容即理解，是对学
生人格自尊心的一种特殊尊重。有人这样透视教师的宽容，
很值得思考：教师对学生的内心深入的宽容，为学生提供充
分表达自己的机会和空间，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启顿悟，进行
有效的教育，并培养他们的判断是非的能力；教师对学生思
维方式的宽容，可以激发学生的个性思想火花，培养创造精
神；教师对学生特殊行为方式的宽容，是尊重个性发展特点，
使学生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展示自我，发展自我；教师对学
生情感的宽容，是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对教师而言，教师宽
容地对待自己的学生，在非原则问题上以大局为重，得到退
一步海阔天空的喜悦；教师宽容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意味着
他的教育思想更加深刻，教育手段更加成熟；教师宽容地对
待自己的学生时，就是科学地看待教育过程。

杜威教育名著读后感篇五

陶行知是20世纪伟大的中国人民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教
育实践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有重要影响。20世纪过
去了，进入新世纪，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读完《陶行知教育名篇》，颇感触动。

用陶行知的话来说，“教与做合一”就是对生命现象的解释，
也就是对教育现象的解释。生活中，说是做事，说是学以致



用，说是教人感化。因此，教学只是生活的三个方面，而不
是三个不同的过程。“教与做是一回事，不是三件事。我们
要边做边教，边做边学。是老师在做中教，学生是学生在做
中学。从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来看生：做为教；从师生关系上
说：做就是学。老师用做来教，才是真教；学生用做来学，
才是真学。他以种田为例，指出耕种要在田里干，在田里干，
要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与做合一”是
一种生活方法，是一种教育就是说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
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学会教，教而不做不是教，学而
不做不是学。.教学以做为中心。

他特别强调要在“做”活动中获得知识。值得指出的
是，“教与做”的“做”与杜威“边做边学”的“做”是有
区别的。首先，陶行知的“做”是指“劳心”，反对劳心分
离。“‘做’字在孝庄有一个特殊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在劳
动上努力。简单的劳动只是草率，不能算做。纯粹的劳动只
是幻想，不能算做。真正的做是只有在努力。”

其次，这个“做”也是“行是知之始”的“行”。陶行知指
出：“既然教行合一，以做为中心，自然就颠倒了阳明先生
的观点，变成了‘行为知之始’，‘重知必先重做’。获得
知识的勇气。”

可见，陶行知的“行”以“行”为基础，以“行”求知，强调
“行”为知之源。

杜威教育名著读后感篇六

读了《陶行知教育名篇》一书，我感觉受益匪浅。陶行知先
生是中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品德和为人堪称“万
世师表”，他怀抱崇高理想，要通过教育“救国，造过，建
国”；他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是一位杰出的爱国社会活动家；
他胸怀博爱，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
献精神实践着他的人生梦想；他有一颗天真的童心，心地善



良，真心实意，“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在这位教育家身上，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感人力量和激励人们
无私无畏奋发向上的伟大精神。

陶行知先生以毕生的精力，批判旧教育，探索新教育，致力
于教育改革并付诸实践，留下了许多永不过时的教育理论，。
他以蕴含丰富的教育思想宝库，为我们提供了教育的理论和
方法，给我们以启示和教益。“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
教育理论的方法论，也是他的教学论。

陶行知先生指出教师不应把现成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传授给学
生，使学生根本不用思考，而应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告诉学生，
使学生自己动脑，经过不断反复推敲以求得最佳结果。

与此同时，陶行知又指出对解决问题的过程本身而言，能推
而广之，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由此我们不难体
会到陶行知的`苦心，他想通过这一方法的寻求来最终培养学
生的能力，能力有了，学生就不仅能使自己获得丰富的知识，
而且还可以探索解决新的问题。教学做合一即：在做上教，
在做上学，前者是先生，后者是学生。教学做是一件事，而
不是三件事，故当为“教学做”，而
非“教”、“学”、“做”。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
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
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陶行知先生认为：在教学
过程中，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先生如果
只“教”或只“教学”，这是把学生当作“容器”，被动地
接受知识，调动不起学生的积极性，也不能启发学生独立思
考。

先生只有“教学生学”，交给学生学习方法和钥匙，启发他
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才能“探知识的本源，求
知识的归宿”。陶行知先生的“智育注重自学”的教育思想，
对我们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课程标准中
指出：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



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
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因此，在课堂教学上，教师要引
导学生亲自走向知识，主动探索，发展思维。这就要求教师
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需要，给学生更多的思考和创造的时间
和空间，真正让给学生学习的主动权。让学生主动地参与教
学活动，在愉快的活动中获得知识。教师巧妙地把自己转向
幕后，把学生推到台前，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让学生唱好
主角。与其说学习知识是接受的过程，不如说是发现的过程、
创造的过程。注重设置一些探索性的问题，留给学生充分的
思考余地，解决问题的途径倡导多样化，有利于培养主动探
究意识。

一直以来，我们强调“教学相长”，并且认为在教育过程中
如果能够做到教与学的互动就已经是很好得完成了“教书”
的任务了，但是看到陶行知先生这一句“教学做合一”，我
才恍然感觉到，一直以来，我们的教学工作做得太简单了，
当然，首先是在思想上就考虑得不够深入和全面。而事实上，
学习是离不开实践的，所以“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所以“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所以“三人行，
必有我师”。像这样的古训我们有很多，但是在现代教学中
都已经被排斥在了教室以外，透明的玻璃窗虽然不足以阻挡
外面的风景，但是对于教学与做的关系而言，斩断的力度和
程度都已经足够了。于是，我们的学生一边流利地背诵“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边浪费着食物；一边张贴环保
标语，一边乱扔垃圾。面对这些情况，身为一名教师，我实
在不敢再说，教学互动是成功的。相反我看到了工作中的不
足，希望在以后的教学中能够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至少是
充当学生学习和实践的桥梁，而且，对于学生表现出来
的“孩童的创造力”更是要予以充分的重视。

陶行知先生的理论给我的启示很多，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
教育事业。他的博学多识，严谨治学，一切为人民大众教育
而努力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在今后的教育实践中,我将



陶行之的教育思想付诸于工作实践之中,努力做一名优秀教师.

杜威教育名著读后感篇七

近一段时间，我认真地阅读了《陶行知教育名篇》，陶先生
在深刻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的教育
学说，既强调了教育的现实功能，又关注了教育的终极目的。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使我深受启发。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学生的发展，如果不能做到乐学，学生对
上课缺乏兴趣，学习就会变得很被动，教师固然能用强硬的
手段甚至用填鸭式的方法逼学生学，但这样只会造成学生厌
学，对掌握知识提高成绩没有任何帮助。同时教师自己也会
不快乐，整天为了学生而苦恼，脸上总是紧绷的，没有了亲
切的笑容，或许回到家，还会将这种不愉快转移到家人身上。
但是如果老师稍微改变教学的方法，能够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用学生能够接受的方法，联系生活实际，而不是单纯地使用
枯燥的文字来教学这样就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另外，尊重每
一个学生，教学分层次，便适应了班级不同学生的需要。尊
重每一个学生，教学分层次，便适应了班级不同学生的需求，
不至于顾此失彼，有利于全班学生的发展学生学得快乐，教
学教得也轻松，教学不再是教师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和师
生互动的活动其乐无穷。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先生以这样一颗
伟大的爱心滋润着无数颗童心，也培养出了无数的爱心。陶
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博大精深，他的教育思想非常好的指导
着教师工作，我将以此为起点，形成一种不断反思总结的习
惯，继续在实践中摸索新的思路与方法。作为一名教
师，“要教人求真，首先要教己求真，求真的知识，真的本
领，真的道德。”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现在的社会
日新月异，我们周围时刻充满着变化。一个有强烈使命感的
人，应有种危机感。怎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不被社会
所淘汰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心怀进取心，下苦功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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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教育名著读后感篇八

"教学合一"是陶行知的教学思想，也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方
法论和教学论。

陶行知的教学思想，开始在《教学合一》一文中作了较为系
统的论述。他说："一、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二、先生教
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三、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主张
教学合一，反对教学分离。教与学是师生的共同活动，是教
学论的.起点。离开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就谈不上有教学，
这是教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陶行知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先生的责任不在于教，也不在
于教学，而在于教学生学。教师如果只"教"或只"教学"，这
是把学生当作"容器"，被动地接受知识，调动不起学生学的
积极性，也不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教师只有"教学生学"，
交给学生的学习方法和钥匙，启发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
自学能力，才能"探知识的本源，求知识的归宿。"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也不能主观地"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
而应该主动地去了解学生，了解他们的兴趣和爱好，改进教



学方法，因材施教。因为学生的禀赋不同，接受能力各异，
教学方法也不能强求一律，"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
同时教师要"一面教，一面学"，不断提高自己；只有自己水
平提高了，才能教好学生。这是他主张"教学合一"的理由。

杜威教育名著读后感篇九

郊尾宝坑林晓白陶公曰：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
真人。翻开《陶行知教育名篇》，不说陶公的教育思想，仅
从陶公文章的字里行间可窥见一斑：其行文畅所欲言，扬扬
洒洒，不拘泥于格式，既没有高深的学术字眼，也没有堆砌
华丽的词藻，但却材料鲜活，趣味十足，蕴意深刻，切切实
实贯彻着“真”字。“教学做合一”是晓庄师范的校训。他
提倡的不仅仅是教学生学，不仅仅是教的方法应遵循学生学
的方法，乃至提出老师须一面教一面学。

强调“好学是传染的……要想学生学好，必须先生好学。”
陶公曰：“实际上，如果破除成见，六十老翁可以跟六岁的
儿童学好些事情。”思及自身及周围，教学变革的口号是天
天在提，然而更多的先生却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固守着
原有的教育理念、陈旧的教学方法、一成不变的教学知识整
日沌沌度日。虽兢兢业业，虽爱护有加，但学生往往已沦为
呆滞的应试接受者，先生的再学习再思考成天方夜谈，他家
之事，更何谈及变革。

因此，陶公一“学”字，实则大有文章，学则思变，时常研
究，常找到新灵感，找到新乐趣，才能更好地促进教学相长。
在《师范生的第二变——变个小孩子》中，他告诉我们“要
忘了你们的年纪，变个十足的小孩子，加入在小孩子的队伍
里去……一块玩，一处儿做工，谁也不觉得您是先生，您便
成了真正的先生。”这话乃真理也，唯”变小孩子”，我们
才能融进班集体，融进学生里，知他们所想，思他们所需，
乐他们所趣，真正成为当中的一员。



事实也确实如此，师与生不是对立的，唯有合一，唯有相融，
唯有共鸣才能共同进步。作为一名新老师，我试着去倾听学
生的想法，利用有限的时间跟他们一块玩：一块打羽毛球；
组织开展趣味体育比赛；教学生折折手工；在有限的条件里，
教他们唱歌等。

在玩中，我发现那个只考1分的学生，会变魔术，头脑其实很
机灵；那个只考3分的学生，有很强的力道，羽毛球打得很好；
那个不会标点符号、天天写错别字的学生，唱歌很棒的……
而我在与学生玩中，也学会去思考学生们真正要的是什么，
学会去摸索、会去学习、会去钻研，并将这个学习思考的过
程，可学生一并探索分享。同时，我在与学生相处中，瞧见
了学生们那纯洁无暇的心灵是多么美丽，收获着学生一点一
滴的暖暖的感动。

在收获中，我也更乐意为他们寻找着更快乐的学习方法，更
和谐的相处之道，教学也就不再枯燥无味，所有的学习皆变
得趣味十足，在学而知新中诲人不倦。

杜威教育名著读后感篇十

读罢《陶行知教育名篇精选》，掩卷沉思，顿觉获益匪浅。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前苏联教育家马可连柯这句话道出
了陶行知教育的真谛。作为一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
想家，陶行知先生以睿智的目光、博大的胸怀，倡导并实践
了爱的教育，他爱教育，爱学校，爱学生，称学生和学校
为“爱人”，令人耳目一新，也给我很大的启示。

当通过一段段短小却精辟的文字去了解陶老的“行是知之始，
知是行之成”“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这些他所创立
的教育理论时，不禁深深地佩服这位教育大家的远见与深刻。
因为他在八十多年前提出并研究的问题，正是今天我们所倡
导的最新的理念。



伟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创造最能发挥的条件是民主。
实现教育民主化，教师必须树立民主平等的思想。书中谈到
民主的教师必须要有：

（一）虚心；

（二）宽容；

（三）与学生同甘共

（四）跟民众学习

（五）跟小孩子学习

（六）肃清形式、先生架子、师生的严格界限。

我琢磨了这几点，按我的理解觉得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内容：

一是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地位是平等的，教育要以学生为本，
宽容对待学生。这就意味着教师不以“权威”自居，不
搞“一言堂”，与学生共同探讨真理、共同进步；这就意味
着教师要“眼睛向下”，放下架子；这就意味着教师要有豁
达的心胸，真诚的态度，炽热的情感；这就意味着教师不再
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一视同仁，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
不因学生家庭的文化、经济、政治等背景以及学生自身智力、
性格、情趣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我们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要积极营造教育民主的氛围。
教师要改变居高临下的传统习惯，真心诚意地与学生平等交
往与交流，“蹲下来和学生说话”，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共
同完成教学任务。为学生提供一个宽松、民主的学习环境。
把课堂由教师的“讲堂”变成学生的“学堂”，让学生有更
多的时间自主学习、自由讨论，在课堂上畅所欲言，最大限
度地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学得轻



松、学得快活、学得主动、学得扎实。实践证明，教师尊重
学生的民主权利，对学生既讲民主、又讲集中；既严格要求，
又热心指导；既尊重学生的独立性，主体性及创新精神，又
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彼此尊重、信任、相互促进，才能建
立起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民主、平等的标志是尊
重。

尊重学生，就要学会宽容与接纳学生。宽容即理解，是对学
生人格自尊心的一种特殊尊重。有人这样透视教师的宽容，
很值得思考：教师对学生的内心深入的宽容，为学生提供充
分表达自己的机会和空间，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启顿悟，进行
有效的教育，并培养他们的判断是非的能力；教师对学生思
维方式的宽容，可以激发学生的个性思想火花，培养创造精
神；教师对学生特殊行为方式的宽容，是尊重个性发展特点，
使学生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展示自我，发展自我；教师对学
生情感的宽容，是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对教师而言，教师宽
容地对待自己的学生，在非原则问题上以大局为重，得到退
一步海阔天空的喜悦；教师宽容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意味着
他的教育思想更加深刻，教育手段更加成熟；教师宽容地对
待自己的学生时，就是科学地看待教育过程。

正如陶行知先生说的：“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
牛顿，你的讥笑里有爱迪生。”尊重学生还要学会欣赏学生，
特别是对那些学习基础差、纪律松散的学生更要努力发现他
们身上的闪光点，并把这闪光点放大，让每个学生都有展示
自己才华的机会，让每个学生都在成就感中获得自信。当你
面对“恨铁不成钢”的学生时，当你面对家庭和社会的烦恼
时，一定要冷静。如果我们把指责、批评、抱怨，换成启发、
表扬、激励会是另一种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