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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陶行知追求的“爱满天下”的博大胸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情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的教育价值观；“生活教育”的实践精神，启迪着我的的心灵，让我用坚定的信念抵达教育幸福的伊甸园，带着我的教育理想和追求，带着学

生成长的希冀，走进教育，走进教育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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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促进人健康、快乐、自主、幸福地成长。 

有一本书永远视为珍品，那就是《陶行知选集》，有一本书永远启迪

着我的教育人生，那就是《教师要学陶行知》，“读陶”、“学陶”，激励我

们从“行知”到“知行”，让我跟幸福的走进教育。 

1 情在心中、浓情于课，让课堂教学情感浸润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要跟小孩子学习，不愿想小孩学习的人，

不配做孩子的先生。”（摘自《陶行知文集》，第 817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这句话给做教师的我们深刻的启发。作为教师我们要和学生

学习什么？怎么学习？这是教师打造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课堂的前提。

为什么课堂上总是再现这样的场景，教师讲的京津有味，学生听得云里

雾里；教师讲的口干舌燥，学生学得糊里糊涂。寻其原因，是教师没有

走进孩子的内心，不了解孩子的内心需求，很大一部分因素是教师教学

的“着情点”没有和学生契合。 

要想找到课堂上教师和学生的“着情点”就需要教师换位思考，走

进学生，倾听学生心灵深处的需求，而不仅仅是知识层面去满足学生的

需要，需要教师不断的去学习“孩子的需求”“学生的需求”，常常主动

的与学生形成情感相依的相容关系，这样，在丰盈的课堂氛围下，教师

就不仅仅是知识的搬运工，更是最具感染力的知识传播者、创造者，教

师的用情播撒，因材施教，最终学生在学习上才能够情感投入、精神投

入，教育教学的感染力正在如此。 

2 智在学中、学无止境，让课堂教学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陶行知曾说过：“因为重教太过，所以不知不觉地就将教和学分离了。

依我看来，教学要合一，有三个理由：第一，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

教学，而在教学生学。第二，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第三，做

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反买些知识来，就可以终生卖不尽

的。”（摘自《陶行知文选》中《教学合一》一文，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在陶行知的这些观点中，作为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刻的反省“今

天你学习了吗？”“每天你坚持读书了吗？”“今天你反思了吗？”但是

很多教师总是因各种忙碌没有时间去看书，总是因为各种杂事而缺少学

习，总是因为教育的各种琐碎而无暇顾及教育的思考。教育要创新，教

育要高效，都离不开读书，离不开耕种形式的学习，更离不开不断的反

思总结。走出师范大学的校门并不是教师学习的终点而应该是教师学习

的一个新的开始。 

很多教育工作者一直在努力帮助学生减压，而减压对教师的工作提

出了新的要求，那就需要教师“少占时间”才能让学生做到“少教多学”，

而且要实心这个目标，不仅仅需要教师的自我经验，更需要教师跳出自

己本位去和书本学习，和他们学习，只有学习才能够不断的激发教师的

教育创新力，教师做到“真教”来实现学生的“真学”。教育的路有多长，

教师学习的路就有多长。只有不断学习的教师，才能够不断的优化自己

的教育行为，不断的在课堂上创新，让课堂教学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3 体验共悟，思维共振，让课堂产生智慧绚丽的火花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教育就跟喂鸡一样，如果强迫学生学习，把知

识硬灌给学生，学生不是学不进去的。但若让他自主地学习，充分发挥

他的主观能动性，效果就好得多。（摘自《陶行知先生 1938 年在武汉大

学的演讲稿》）作为教师，要让课堂有丰富多彩的声音。传统的课堂，大

多都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安排学生执行，教师的“一言堂”学生的“沉

默等待”成了课堂效率提升的绊脚石。在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启发中，我

们深刻的感知到课堂需要做到思维共振，才会师生同频，课堂需要体验

共悟，才能精彩纷呈。 

“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做。”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讲解只

能给学生一个比较浅显的印象，而学生自我操作、自我内化的过程确实

学生理解吸收的重要过程。一般说来，学生听老师讲解能记住 10%-20%

的内容，如果既听老师讲解又看老师演示能记住 70%的内容，而学生在

教师的启发下按照要求操作能记住 90%。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据，也

给教育教学深刻的启发，教师且且不可单一的只注重课堂的讲解，更要

注重学生的参与，适度的让学生参与，适度的引导学生，这样的体悟才

能够促进学生体验的生成，促进学生体验的生活，最终转化为学生学习

能力的提升，转化为学生素养的提升。 

4 打破传统、创新求索，让课堂追求灵性的境界 
陶行知曾说过： “人类社会，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

人人是创造之人。”作为教师更要做一个与时俱进的教育探索者。 

课堂是知识生长、问题生成、疑惑解答的地方，更是拓展学生思维，

提升学生素养的场所，同事也是让每个学生深思、精思、巧思、辨思的

地方。作为教师我们需要打破自己原有的知识经验，跳出自我的局限，

不断的超越并不断的创新，才能打造灵性的课堂，在学生心理播下创新

的种子，养成勤思爱问、乐于探究的习惯。 

作为教师，我们不仅仅要站在学生知识技能提升的角度去施教，更

应该打破传统。将创新的思想不断的在课堂上渗透，在学生学习的过程

中逐渐建立学生的创新意识，跳出教学看教学，通过教师的创意设计教

学的独到之处，开拓学生的思路，不断的学生思维的发展，教师应该努

力的营造学生积极探索、不断追求知识真谛的氛围；鼓励学生不依常规、

寻求变化，对学生进行学法的指导的同事培养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思

维的管廓形、深刻性、灵活性和敏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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