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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是当代幼儿游戏理论应用的核心,它主要反映了陶行知先生在教育当中

所拟定的理论教育方法,以陶行知教育理论为背景,真正让幼儿游戏具备探索与实践价值。教学目标在于

让游戏模式更加多彩,充分的去运用与生活常识结合的途径让教学与实践结合,促进幼儿独立解决游戏

难题,以“教育起源于生活”为主题进行充分的研究。 

[关键词]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幼儿游戏 

中图分类号：G898  文献标识码：A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emphasis on practice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Integrating Tao Xingzhi's Theory of Life Education in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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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o Xingzhi's life education theory is the core of the applic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ldren's game 

theory, which mainly reflects the theoretical education methods formulated by Mr. Tao Xingzhi in education. 

With Tao Xingzhi's education theory as the background, it really makes children's games hav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value. The teaching goal is to make the game mode more colorful, fully use the way of combining with 

common sense of life to combine teaching with practice, promote children to solve game problems 

independently, and conduct full research on the theme of "Education originates from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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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当中曾经明确表示过,“创造出一

种新的教育理论方法,那就是生活即是教育,社会即是学校,如

何让教学当中的学和做结合在一起。”因此生活教育是将实践与

学习理论的结合,真正的将手脑并用在一起,不仅仅动脑同样也

动心,且把生活中的常识应用在教学当中。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

在幼儿教育当中非常的关键,要懂得幼儿游戏活动的灵活性,真

正的运用陶行知理论去提升孩子们的参与能力,全面构建与生

活结合的趣味游戏。 

1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内涵 

陶行知教育理论清晰地阐述了生活教育的具体内涵,那就

是要打破呆板的课堂模式,使教学与生活完美融合。生活教育的

关键在于将学习与实践紧密相连,它不仅可以从教材出发,更能

回归到教材中去,让课堂充满灵动与意义。对于幼儿来说,游戏

就是他们认知世界的重要途径。孩子们通过游戏去探索世界,

进而有能力去改变世界。虽然游戏只是幼儿活动的一部分,但以

游戏为载体开展教学,却能取得显著的效果。而生活教育的出现,

就是为了让游戏更加丰富多彩、趣味盎然。通过劳作、互动、

创新等方式,创造出更优质的教学方法。我们深知,改变幼儿的

认知能力,必须从生活教育理论入手。让游戏实践不仅能锻炼幼

儿的身心,还能激发他们的大脑活力,真正磨砺孩子们的意志。

生活教育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幼儿教育的前行道路。在生活教

育的理念下,我们看到了幼儿在游戏中展现出的无限潜力。他们

在游戏中积极探索,不断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认知世

界。游戏不再是简单的玩乐,而是成为了他们学习和成长的重要

途径。通过游戏,孩子们学会了合作、分享,培养了创造力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同时,生活教育也让我们更加注重幼儿的个体差

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兴趣和发展需求,我们要根据他们

的特点,为他们提供合适的游戏环境和引导。让他们在游戏中自

由发挥,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和才华。总之,生活教育为幼儿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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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教学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它让我们明白,教育不仅仅是

知识的传授,更是生活的体验和感悟。让我们以生活教育为指引,

为孩子们创造更加丰富、有趣、有意义的游戏环境,让他们在游

戏中快乐成长。 

2 幼儿游戏模式下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三要素 

2.1独立性的培养 

在传统的幼教课堂中,教学往往存在一些问题,幼儿缺乏自

主发挥的权利,过于依赖老师,这使得游戏活动面临诸多难题。

而生活教育理论的出现,为幼教带来了新的转机。生活教育理论

强调让幼儿成为游戏活动的主体,给予他们充分的思维空间。在

这样的教育模式下,课堂不再是单一的结构,而是呈现出互动问

答、生活探索、价值探索等丰富的过程。通过这些方式,真正实

现了游戏的兴趣化、独立化和实践化。生活教育理论引导幼儿

在游戏中积极探索,锻炼生活能力,磨练意志。孩子们可以在游

戏中自由发挥,展现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这种以幼儿为主体的

教育模式,让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生活,为他们的成长奠

定坚实的基础。 

2.2社会与生活的引导价值 

在幼儿游戏引导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缺乏足够的社会生

活价值,游戏往往过于注重娱乐,而忽视了实践的重要性。我认

为,陶行知教育理论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强调实践与理论的

紧密结合。在幼儿游戏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重视构建一种开放

式的教育模式,从多方面对孩子进行培养。我们要告别幼儿课堂

的形式化,真正以培养孩子的实质能力为核心来构建幼儿游戏。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游戏让幼儿具备一些社会能力。现在很多孩

子都生长在父母温暖的庇护之下,缺乏必要的磨炼。因此,幼儿

游戏应更注重学习与实践,让幼儿具备一定的抗挫折能力、学习

能力和交际能力,这才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所在。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让幼儿在游戏中不仅获得快乐,还能得到真正有价值

的成长。他们可以在游戏中学会面对困难、解决问题,培养坚韧

的意志；可以通过与其他小朋友的互动,提高社交能力和团队合

作精神；还可以在实践中探索和学习,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总之,生活教育理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让我们能够更好地

引导幼儿在游戏中健康成长,为他们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2.3多种类教学模式的构建 

在幼儿园的游戏教学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模式的单

一化。这种单一模式主要表现为游戏仅仅被当作一种课堂组织

的形式,只是机械地给幼儿提供一些玩具和卡片,让他们自由地

去玩,却没有深入的管理和指导。3到6岁的儿童,他们的想象空

间非常广阔。生活教育理论告诉我们,要让课堂游戏化,让幼儿

在游戏中自主探索。同时,在游戏活动的拓展上,也应该保持多

种模式,让游戏情景化、互动化、趣味化,使游戏内容与生活紧

密衔接。我们需要构建多种类教学方法,不断创新教学模式。陶

行知先生曾说过,教育不应是单一的,而应从多种形式出发。生

活也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多彩的,正是这种丰富的生活才能造

就人才。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表

面的游戏形式,而要深入挖掘游戏的内涵,让幼儿在游戏中真正

得到全面发展。我们要关注幼儿的需求和兴趣,引导他们在游戏

中积极思考、主动探索,培养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3 在幼教游戏中融入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有效途径 

3.1独立培养、重视表达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着重强调了幼儿独立性的重要性,其

真正意义在于培养孩子们的自主能力。在游戏活动中,我们应当

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悉心把握孩子们的身心特点,以便让教

学更具实效性。就拿区域游戏来说,我们可以设立一些诸如幼儿

理发店、餐厅、公交车站点等活动区域。然后让小朋友们根据

自己的兴趣自主选择想要参与的区域。当孩子们选定后开始游

戏时,在餐厅区域的游戏中,一部分孩子会扮演客人,主动表达

自己的需求,而另外几个扮演餐厅服务员的小朋友则会为他们

提供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每位孩子都能进入自己所扮演的角

色。老师还可以趁机告诉孩子们在餐厅中如何支付、怎样合理

安排客人等。这种自主表达的模式能够极大地激发幼儿的想象

空间,让他们对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生活教育理论的改革目标在于让幼儿主动去体验,当幼儿

成为活动的主体时,他们会对区域活动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同

时也能更好地培养幼儿独立生活的能力。通过这样的游戏体验,

孩子们能够在实践中逐渐明白生活中的各种规则和秩序,学会

与人交往、合作,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这种以幼儿为主

体的游戏方式还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自信心。当孩子们在游

戏中自主决策、自主行动时,他们会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和重要性,

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同时,他们也会在游戏

中学会承担责任,明白自己的行为会对他人和环境产生影响。总

之,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让我们明白

在幼儿教育中要充分尊重幼儿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通过各种有

趣的游戏活动,引导他们积极参与、自主探索,在体验中成长,

在实践中进步。 

3.2自主思考、创新思维 

陶行知教育理论明确指出,我们应当充分激发幼儿的主动

性,释放他们的个人能力和创新潜能,真正让他们与自然、与环

境融为一体,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我们应始终秉持以

兴趣培养为核心的理念,积极探索适合幼儿的教育方法,开启自

主教育的全新模式。在一次别开生面的游戏“看,彩色的影子”

中,为了帮助小朋友们深入了解光照的作用以及彩色影子的奥

秘,老师精心准备了神奇的玻璃纸。当小朋友们将玻璃纸填充上

色彩后,在光照的作用下,奇妙的彩色影子赫然出现,这让每一

个孩子都充满了好奇与惊喜。小朋友们通过仔细观察玻璃纸和

燃料水,发现当透明物体被光照亮时,就会产生彩色的影子。原

来,玻璃纸和颜料水之所以能呈现出彩色影子,正是因为它们本

身也是透明彩色的。面对这一神奇的发现,我鼓励幼儿们充分发

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每个人动手制作一个蝴蝶的翅膀。当

这些彩色透明的翅膀挂在孩子们的肩头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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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只美丽的蝴蝶在光照的作用下翩翩起舞,宛如一幅生动的

画卷。 通过对彩色影子由来的猜想,孩子们在一次次寻找彩色

物品并经过光源测试的过程中,发现彩色的透明物品会产生彩

色的影子。他们成功解锁了彩色影子的秘密,于是更加大胆地去

制作“影子模型”。他们用翩翩起舞的小蝴蝶、花朵和蜜蜂等元

素,构建出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这种游戏的探索源于生活,

也源于孩子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思考。他们将科学知识巧妙

地融入到生活中,让原本枯燥的知识变得充满趣味和色彩。 在

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不仅收获了知识和快乐,还培养了对自然和

科学的热爱。他们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头

脑去思考问题,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美好。这种自主性的培养将

为他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3敢于实践、主动探索 

陶行知教育理论一直强调要将教育与实际生活紧密结合,

因为实践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常常会组织一些与

生活息息相关的游戏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感受生活的奇妙,

积累宝贵的经验。在“我是小小探索家”这个游戏中,我们引导

幼儿们对不同材质的物品进行深入测试。孩子们会用海绵、毛

巾、纸张等道具去尝试清理地板,观察它们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同

表现。通过这样的实践,孩子们不仅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些物品的

特性,还能增强对生活中各种事物的认知。他们会发现,原来不

同的材质有着不同的用途,而这些知识都是在实际操作中得来

的。这种实践不仅能让孩子们学到知识,还能培养他们的动手能

力和创造力。他们会从一开始的懵懂无知,逐渐变得熟练,对生

活中的科学现象有更深入的理解。陶行知先生曾说过：“行动是

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实践的重

要性。在这些与生活相关的游戏中,孩子们正是通过自己的行动

去探索、去发现,从而获得知识和创造的能力。他们从被动地接

受知识,逐渐转变为主动地去探索生活中的奥秘。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的好奇心被不断激发,对生活的热情也日益高涨。通过这些

实践活动,孩子们慢慢养成了对生活探索的主动性。他们会主动

去观察周围的事物,主动去尝试新的事物,主动去寻找问题的答

案。他们不再是被动地等待知识的灌输,而是积极地参与到生活

的探索中。这种主动性的培养,将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

坚实的基础。生活就是 好的课堂,而实践则是通往知识殿堂的

钥匙。我们要让孩子们在生活的实践中不断成长,让他们在探索

中发现生活的美好,在实践中积累生活的智慧。让我们一起为孩

子们创造更多这样的实践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茁壮成长,成为

有智慧、有创造力的未来之星。 

4 结语 

总的来说,陶行知教育理论是从多个方面去培养幼儿,在基

础学习的条件下通过游戏完善幼儿能力,它是素质教育的关键

部分。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在自己的工作中融入耐心和爱,以创新

和细致的敬业态度面对工作,提升幼儿独立的能力与兴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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