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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具有教育造国理想的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在求学经历和办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教师教育思想。在研

读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文集和学习其他教育研究者对陶行知思想的解读后发现，陶先生的教师教育思想在

教师培养目标、培养方法和培养模式上都有独到的见解，其师范教育以培养教育素养和教学技能兼具的

教师为目标，以理论学习和实践教学兼重为培养方法，以师范大学与一线学校联合训练为培育模式。这

些育师理念为新时代培养师范生指明了目标，提供了方法，更新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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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o Xingzhi, a modern educator with the ideal of building a nation through education, gradually 
formed his systematic thought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his study experience and schoo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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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us in the study of Tao Xingzhi’s education and learning other education researchers to Tao’s 
thoughts after reading found that Mr. Tao’s thought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teachers training ob-
jectives, training methods and training mode has the original opinion, the aim of his normal edu-
cation is to cultivate teachers with both educational accomplishment and teaching skills, and the 
training method is both theoretical learn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and the training mode is the 
joint training between normal universities and front-line schools. These ideas have pointed out 
the goal, provided the method and updated the model of training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ao Xingzhi, Thoughts on Teacher Education, Training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为中国教育发展和社会改造不断进行理

论探索和实践尝试。因受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双重影响，他的教育理论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反映西方

先进教育理念。他倡导的生活教育理论指明教育要适应社会，他关注教育普及，关心儿童发展，对当前

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和学前教育普惠有价值引领作用。另外，他非常关注教师教育，重视教师培养，坚信

教育大有可为并积极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其“爱满天下”的教育情怀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棵草

去”的奉献精神感染每一个时代的教师。本文对陶行知先生的教师教育思想进行梳理，并思考其教师培

养的实践和方法，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其思想对当今师范生培养的几点启示。 

2. 陶行知教师教育思想的核心要义 

陶行知先生的教师教育思想是在自己的求学经历和办学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早年接受的文化教育和对生

活环境及社会的思考，促使陶行知先生关注国计民生，重视教育的作用，并形成共和教育思想雏形；赴美留

学期间，他接触到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师范教育推展方式，并立志将留美所学付诸于教育实践，这为其日后

的教育改革和思想趋向完备奠定了基础；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建立育才学校，开展普及教育运动，在不断的

试验和实践中，陶先生的教师教育思想得以创新和发展，并最终形成体系[1]。他的教师教育思想包含着对

教师地位的肯定，对教师素养的要求以及对教师培养路径的阐述，蕴含着他教育造国，教育兴邦的理想。 

2.1. 培养目标：教育素养与教学技能兼具 

陶行知先生高度肯定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教师是社会的改造者，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

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2]。教师责任重大，因此对教师需要提出较高的要求。具体来说，是要求从教者

具备理想教师的素养和开展教学的技能，并且要将教师素养的培育置于首位。 
1) 首重教育素养形成 
陶行知认为发展教师教育，变革传统教育要先从培养合格教师开始。合格教师要具备理想教师的素

养，达到从师的条件。其广义师范教育理念倡导培养教育界所需的各类人才，在其教育实践中，对这些

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教师都提出过具体的素质要求，例如他认为乡村教师要具备农夫的身手、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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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3]，新教员要有教育信仰，肯定教育的作用和价值，对教育工作负有责任，愿自

觉遵守教育规范，认同教育信条，关心学生，勇于试验[4]。尽管教师素养在不同类型教师之间存在一些

差异，但总体来说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要有教育情怀，教师需热爱教育事业，爱护学生，为学生发展考虑，秉持教师道德，恪守专业

精神，具有奉献意识，要把整个的教育热情和职业精力投注于学生发展，以博爱之心对待儿童。二是要

有创新能力，陶行知先生鼓励学生做第一流的教育家，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具备创

新精神和开辟精神[5]。这是因为教育发展要根据社会环境和实地情况作出调整和改变，要革新与当下发

展不相适应的教育要素或制度，不能墨守旧的教育形式，也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并将此做法视为创新，

他批判当时旧的教育制度束缚教育的发展，而时人不是固守旧制，就是仿照外国，没有从实际的教育环

境出发做出适合的调整和创新，因此他鼓励学生做一流的教育家，做实践的教育者，做教育事业发展的

先锋。三是要有民主意识，教师树立民主意识，形成民主作风，才会建立民主平等、亲密融洽的师生关

系。教师要与学生同甘苦，在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教师要同学生一起下田地，一起扫地烧饭，一起

苦吃苦做，和学生共学共事共修养，最终实现感化教育学生的作用[6]。陶先生特别倡导教人者教己，主

张师生平等，要求教师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四是具备科学精神，教师的科学精神和态度体现在教师发

展和教学实践两个过程中，教师个人在专业发展中要勇于追求真理，敢于为真理献身，在教书育人时要

教人求真，教导学生学做真人[7]。为人师者以科学态度治学育人，才能培育崇尚科学，探求科学的国民。 
2) 注重教学能力发展 
合格的教师不仅要具备品德素质，还要有专业的教学能力。对于教师技能的培养，陶行知强调注重

实习，将学生的理论学习与教学体验结合起来。如何在理论学习和实践体验两个方面中发展教学能力，

陶行知先生提出了三种具体的做法。 
第一是怎样教就怎样训练老师。教师未来如何教，师范学校就如何训练[8]。这是陶先生教学做合一的

思想内涵，强调事情的做教学的统一，怎样做怎样学，怎样学怎样教，将教学做整合为一件事，为教师教

学能力发展指明了方向[9]。第二是教人者教己，教师要想帮助学生学会知识，自己首先要对知识通透，以

教促学，在实际的教学中发展教学技能和方法[10]。第三是以艺友制学做教师。艺友制是贯彻教学做合一

的方法，具体是指师范学校的学生要跟着有一技之长的教师学做教师，和优秀教师成为朋友，担任好教师

的助手，在实际训练中提升自身教学技能[11]。艺友制的教师训练方式将教学实践纳入师范教育中，搭建

起学习和实践的联系，在教学实践中给学生以指导，能够培养出具备理论基础和实践技能的教师。 

2.2. 培养方法：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结合 

陶行知先生比较重视理论学习和教学实习的结合，反对传统师范教育先理论后实习和理论学习长实

践教学短的做法，倡导边学边用，即学即行，边学习边教学，在实践中领会理论知识，将知识运用于实

践，实现理论知识和实践经历的融合贯通。在师范学校的建设中，陶先生合理安排理论课与实践课，实

现了课程设置满足教师培养要求，实践计划与理论学习同步。 
1) 课程设置系统完备 
师范学校的课程一般按照师范生的学习需求设置，学生需要学什么，学校就教什么。陶行知在师范

生的课程设置上讲求针对性强，对新教员、乡村教师、大众教师及民主教师这四类教师分别有相应的课

程安排。尽管各类教师培养的课程设置有差异，但总体来看，这四类师范生的课程均强调学科课、教育

课以及修养课，在专业性、师范性及素养培养方面都有关照，尤重实践学习，是比较系统的师范生课程

方案[1]。另外，陶先生认为师范生需有一己之长，所以在课程安排中引入分科研究制，以帮助学生发展

个人专长的学科，更好满足一线学校需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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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践计划及时有效 
在师范生培养上，陶先生强调教学做合一，认为教学实践要穿插在理论学习中，不能只重理论轻视

实践或理论学习多而实践体验少。他批判旧师范教育将理论学习与实践参与分割开来的做法，反对学生

在校学习三年半的知识，利用最后半年进行实习的教学安排，主张学行结合，行思并举，要求学生利用

中心学校参与教学实践，在实践中反思，在真实的教学环境中提升自己[13]。这种将实习安排在课程学习

中的做法，能够实现即学即用，给学生更好的学习体验，是比较好的育师方法，能够给师范教育建设以

启示。 

2.3. 培养模式：师范院校与中心学校联合 

陶行知先生认为发展师范教育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了解身处一定环境中的幼儿的生活，二

是建立中心学校，三是建设师范学校，这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建立中心学校首先要了解处于一定环

境中的幼儿要做什么，学什么，这样可以确保学校与学生彼此适应，明确中心学校学什么，可以指引师

范学校如何建，如何培养教师[8]。这三方面工作是一个层层递进，彼此相连的有机历程，按照这个观点，

陶先生认为中心学校是师范学校的中心，是师范生开展教学训练的根据地，师范学校学生的培养要依循

中心学校的需要，与中心学校产生联系，确保日后培养的师范生能够做好教学工作，在新的环境办学[14]。
这种培养模式能够训练出社会所需的教师，满足一线学校的师资需求，实现了高校与一线学校的联动，

确保师范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适应社会对教师的要求，未来更好从教。 

3. 陶行知教师教育思想的实践探索 

3.1. 教师教育理念的践行典范：晓庄试验学校 

为践行自己的教育理想，陶行知先生创办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该校的办学理念和师范生培养

方式基本依循他的师范教育思想，在办学过程中，陶先生记录了晓庄学校创办三年来的发展与变化，同

时关注到农民对学校看法的改变以及教育给乡村带来的变化[15]。在育师目标上，晓庄学校培养博爱之师，

倡导共同生活，师生校工在共同生活中建立紧密联系，消除阶级隔阂，降低角色差异，提高办事效率，

增进师生情谊，使晓庄成为友爱之校，成为关注农人，爱护儿童的场所。在训师方法上，晓庄学校秉持

教学做合一的原则，自学校成立以来，就坚持事情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育要教人学做，

培养教师要求师范生去学校里学，去学校里做，在做中学习教学技能，在实际教中领会教学理论，将知

识学习与实习融合起来。在师培模式上，以中心小学作为师范学校训练教师的场所，晓庄师范学校的学

生在学习基本课程后，要去中心学校实习，参与实际教学，各级教师的培养学校都有自己的中心学校，

幼稚园教师培养校有幼稚园，中学教师培养校有中学，这些中心学校和师范学校配合，为师范生的学习

和实习提供条件。 

3.2. 师范生培养辅助路径探索：艺友制师范教育 

艺友制师范教育是陶行知先生在对当时师范教育的不足进行反思和对其他行业艺徒制实效进行分析

后提出的。他认为当时的师范教育将理论与实践剥离，造成师范生素质不高，对教育贡献微小的状况，

而其他行业的艺徒制培养出了合格的学员，因此陶先生借鉴艺徒制并结合师范教育的育人特点，提出了

艺友制的师范教育。陶先生主张，艺友制的师培方式是师范教育的辅助，而不是替代，是为贯彻教学做

合一的思想，更好培养教师[11]。这一训师辅助路径鼓励学生与有一技之长的教师做朋友，在给老师当助

手的过程中培养教学能力。这种方式在当时成为推广师资，短期培养有质量教师的重要途径，并在燕子

矶等学校的试验中取得较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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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陶行知教师教育思想对师范生培养的借鉴意义 

教育为国家发展培养各类人才，师范教育是发展教育事业的母机，做好师范生培养工作，是保障教育

事业平稳向前的基础动力。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教师培养工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师范教育改革，

例如 2016 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旨在提升师范生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以适

应未来教学工作要求[16]。2018 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的通知，

对五年内教师培养的目标任务和实施办法做了具体说明，指明了教师培养的方向和路径[17]。当前各级各

类师范院校都积极探索师范生培养模式，寻找提升师范生质量的培养方法，也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师范

教育处于探索和趋于完善的阶段，依旧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师范生教育信念不坚定，学科课程与教育类课

程比例不均，理论学习与教学实践配合不够等[18]，还有学者指出，师范院校在师范生的培养与考核方面

不够严谨[19]。解决好当前师范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能够高效培养有质量的教师，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陶行知先生的教师教育思想包含了提升师范生的素质、平衡理论与实践关系、合理设置课程等观点，

与当前师范生培养中出现的问题高度契合。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差异，陶先生师范教育思想体系中存在一

些与当下师范教育不相适应的方面，比如他倡导师范教育下乡，过度批判城市教育，重视乡村发展同时

出现乡村过度化的倾向，但是其师范教育思想中的先进内容仍然可以为我们当前发展教师教育，解决师

范生培养中出现的问题提供方案。 

4.1. 师范生培养兼顾教师素养和教学能力 

当前我们强调教师专业发展，关注教师的学历层次、教学水平，并以此作为教师准入和考核的标准，

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我们只关注或过分关注教师的学术和技能，轻视教师的素养和情怀，是有失偏颇

甚至有害的。关于教师培养首重素养还是能力，有学者明确表明要先注重前者[20]。从教者当有基本的职

业素养，育师应先育德，培养师范生首先要培养其教育情怀和教育信念，当前研究表明我国一些高校师

范生的教育情结不深厚，从教意识淡薄，学校对师范生的教师职业情感和价值观教育流于表面[18]。这警

示高校在培养师范生时首先要重视培养学生的教育信念，加强师德培育，树立教师职业认同感和责任感。 
良好的师德和坚定的教育信仰是教师从教的根本，扎实的教学技能是开展教学的关键，师范院校育

师也需对师范生教学能力进行培养。高校可以从课程设置和实习组织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设计完善的

培养方案，开足开齐以发展教师专业为目标的课程，二是增加教学实习的比重，合理安排实习时间，重

视专业实习的作用，发挥好实践教学在提升专业能力中的作用。 

4.2. 师范生培养兼重理论学习与教学实践 

当前师范生培养存在重视理论学习轻视实践参与，关注学科性忽视师范性的问题[21]。这一状况得不

到改善会影响教师质量，一方面师范生空有丰富的教学知识，缺乏实际教学体验，难以适应教师职业，

另一方面学生片面关注学科性而轻视教学性，导致自身专业发展畸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解决策略

是培养师范生时兼重理论学习和实践体验，既重视学科性也关注师范性。解决好理论层面学科类课程与

教育类课程失衡以及培养层面理论与实践失衡的两重问题，具体而言，要在课程设置和实践安排两个方

面做好规划。 
在课程设置方面，平衡学科类课程和教育类课程比重，改变当前学科课程占比高而专业课程占比低

的状况[21]，适当增加教师素养培育类课程。在实践安排方面，学习陶行知先生边学边用、即学即行的观

念，将教学实践穿插在理论学习中，扭转先理论后实践、理论多实践少的育人方式，在教学实习中可以

学习艺友制的师范教育，引导学生向优秀教师学习，在教育硕士培养中落实好双导师制，加强学生与高

校导师和实践导师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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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师范生培养依赖高校与初中等校协同 

一线学校是师范生教学实践基地，师范学校要加强与初中等学校的联系，为师范生提供更多的实践

机会，可以参照陶先生中心校理念，让初中等学校成为师范类高校的基地或中心，以培养基础教育所需

师资，训练教育系统期待的优秀教师。在落实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一线学校的教学环境，提高师范生

对实习的重视程度，珍惜教学实践的机会，在实践中领会理论，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通过这种高校与

一线学校的联系配合、联动协同的方式，培养理论与实践俱优的师范生，为教育系统输送合格的教师。 
教育思想的形成源于教育实践，教育思想的践行需要教育实践，陶行知先生的教师教育思想与实践

其实是一个相互联动、彼此不可分割的整体。对试验师范学校的反思完善了其教师教育思想，而通过教

育改变乡村的设想促成了师范学校的建成。当前教师培养、师范生培育仍是教育事业关注的重要课题，

如何实现师范教育更适应社会发展、人才需求，更好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发展服务，是陶行知时代的课

题，也是当下的主要课题，学习教育家的思想，汲取其中的进步之处，能为我们解决当下问题提供几点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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