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11), 8648-8652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335   

文章引用: 张敏. 生活教育理论的比较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发[J]. 教育进展, 2023, 13(11): 8648-8652.  
DOI: 10.12677/ae.2023.13111335 

 
 

生活教育理论的比较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 
启发 

张  敏 

泸溪县第一中学，湖南 湘西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6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7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14日 

 
 

 
摘  要 

杜威是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教育家，他研究领域涉及哲学、教育和政治等方面，其中为人所熟知的即

“生活教育”理论。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

陶行知是中国教育家，他师从杜威，在杜威“生活教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教育实际情况，提出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以及“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批判吸收杜威的生活教

育理论，并结合中国本土情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杜威的教育思想相互联系，又有不同之处，对两种

教育思想的学习和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教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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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wey is the most famous educator of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 research fields in-
clude philosophy, education, and politics, among which the well-known theory is “life education”. 
Dewey proposed the pragmatic educational theory of “education is life”, “school is socie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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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by doing”. Tao Xingzhi is a Chinese educator who studied under Dewey. Based on De-
wey’s theory of “life education” an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he 
proposed the life education theory of “life is education”, “society is school”, and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practice”. Tao Xingzhi critically absorbed Dewey’s theory of life education and com-
bined it with the local situation in China. Tao Xingzhi’s educational ideas and Dewey’s educational 
ideas are interrelated and have differences.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se two educational 
ideas can help us better learn teaching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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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

打破了传统的以“学校”、“课本”、“教师”为中心的三因素论[1]。他把学习与生活相结合，认为

学习不仅仅是学习书本上的东西，更应该是一种生活上的学习。杜威的教育理论对欧美国家的教育在

一定时期具有积极意义，更新了人们的教育思想。陶行知是我国现代教育家，他深受杜威进步主义思

想的影响，创造发展了生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陶行知把杜威思想观点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解决

教育问题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把教育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并且要把学校和社会紧密联系起来，

把学生与社会联系起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推动了中国教育思想的进步，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具有

重要的价值。 

2. 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杜威教育思想共同点 

陶行知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当时杜威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陶行知师从杜威，直接接触

到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并且杜威前后两次来中国讲学，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对中国教育界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杜威和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可以看出，他们都过于强调教育的作用性。杜威认为教育

是万能的，陶行知试图把教育作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武器。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和杜威的思想理

论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 

2.1. 陶行知对杜威思想的继承 

陶行知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进行了吸收，深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的影响。认为教育应该与现实

生活结合起来，而不是与现实相脱节。他从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出发，把教育作为救国救民改

造社会的武器。另外，杜威还提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2]。从杜威的这

个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个人不应该离开学校就停止

学习，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不断地提高和完善自己。陶行知也认同把学习和生活结合起来，树立

一个终身学习观。陶行知把终身学习理论与求知欲结合起来，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经验与学习经验结合

起来，在动手实践的同时学会转化为理论。另一方面，在把握学习的同时，要学会学以致用，把知识与

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只要真正做到生活和学习相结合，才能做到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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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杜威教育思想中的民主 

杜威和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中都蕴含了民主的理念。杜威强调要以家庭为中心，培育孩子地独立，尊

重孩子地意见。在学校中，教师教学不应该是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应该站在学生地角度去教学，而不是

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中也体现了民主思想。陶行知在他的幼稚教育思想中强调

要办“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的幼儿教育[3]。陶行知结合当时中国本土现状，因地制宜，

充分利用中国已有的资源对学生进行引导。其中，陶行知指出幼稚教育的方法就是要：尊重儿童、解放

儿童、重视儿童。从幼稚教育的方法可以看出，尊重儿童是在了解儿童的情况下，帮助儿童成长。把儿

童从成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掘儿童的潜力，开发他们的创造力。重视儿童，也就是重视儿童的主体

性，尊重儿童的个性发展。陶行知的幼稚教育思想即是现代教育平等民主教育思想的体现，也是对中国

传统教学相长思想的继承。由此，可以看出杜威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都涵盖了平等民主的教育理念，

在当时是一种对教育全新的认识[4]。 

3. 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杜威教育思想的不同之处 

陶行知虽然师从杜威，但是陶行知和杜威的教育背景不同。他们的生活环境以及对教育要求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也存在差异。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理论与陶行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理论，看似只是词语的颠

倒，内在的含义却大有不同。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杜威教育思想的差异主要从以下几点来进行分析。 

3.1. 思想形成背景不同 

杜威是美国的教育家、哲学家，他出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工业革命后，经济的快速发展，

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社会环境下，扩大了人口规模，加速了人口的流动，使人们的生活习惯、

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都发生了改变。思维的变化给科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探索空间，学者们开始

注重实验探究以及实践探索。十九世纪后期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反对孤立单独的观念和思想的存在，

主张把教育、学习理念与实践和实验结合起来，并在这种结合中把理论是否在实践中能够起到作用放在

第一位。杜威对当时的传统教育产生了质疑，他对传统教育的“知行分离”进行了批判[5]。杜威认为，

在传统教育中，人们把知识和实践分离开来，学生学习和接受的都只是“认识”上的知识，这样会导致

学生学习被动。学生所学来自教师直接的灌输，而非自己实践经验所得，得到的知识对学生者自身是没

有启发和体悟的，会导致学习者知识的轻视。在美国工业化发展的阶段以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发展的环

境下，杜威提出要把学习和儿童活动结合起来，做到知识与实践结合，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得

出知识。 
陶行知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当时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受到民主主

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教育理念。二十世纪初，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

陶行知是一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面对当时中国落后贫困的局面，他开始全力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

以及普及教育。创立了晓庄师范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教师。陶行知力图通过教育立国，当时

的中国社会大部分人没有上过学，他认为需要通过学习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来改变中国的现状。所以，

他提出的了生活教育理论，想要通过教育来改变生活，改变社会。 

3.2. 教育目的不同 

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里面定义“民主主义社会”为：“如果有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能够以同

样的名义，享受同等的社会利益，能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共处生活进行互动，从而保证社会的各种机构

得到灵活的重新调整，这样的社会就是民主主义社会”[2]。并且对民主主义社会的教育的类型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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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每个个体对社会关系与社会控制的个人兴趣，给予每个个体确保不会引起混乱的社会变革的心理

习惯”[2]。从杜威对民主主义教育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杜威把教育的目的归纳为培养民主主义社会的合

格公民。杜威主张教育无目的论，认为教育本身是没有目的的，只是看教育过程中的因素。并且，教育

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新的社会，通过教育使人们更好地适应新社会地发展，提出的是社会教育说。 
与杜威不同的是，陶行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改造社会。二十世纪初，中国正

处于内忧外患的政治情形。在清政府与军阀统治下的政府，与各国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国内矛盾频

繁发生。当时的中国人很多没有受过教育，思想愚昧腐朽。陶行知看到这一现状，想要通过教育改变人

们的思想，通过教育拯救国家。所以，陶行知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改变国家，而不是适应社会的现状。 

3.3. 教育理论不同 

杜威与陶行知的教育理论看似差别不大，实际上是有千差万别的。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学

校即社会”和“做中学”。陶行知将杜威的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

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3]。杜威是依据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批判传统的教育模式，认为儿童

应该通过活动来获取知识。而不是传统的把知识和实践分隔开来，让学生单纯地学习间接经验得到的知

识。要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通过自己的方式得到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获得感以及对知识的体

会也就更加深刻，由此提出做中学。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认为教学做合一。教、学和做是一件事情，

而不是三件事情。他把生活放置于生活的大环境中，教学的不一定是教师，可能是老人小孩。学习也不

仅仅是学生的事情，把教育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4.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发 

对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陶行知在继承和吸收杜威教育思想的同时，又结合

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创新。陶行知教育理论与杜威的教育思想有很多相互关联的地方，又有很多不足。通

过比较研究，带来了一些学习上的启发。 
首先，从学生实际出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尊重学生客观实际，在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的同

时，要注意学生实际情况。陶行知师从杜威，在学习和吸取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

情况。他留学深造，学习了很多国外先进的理念。回国之后，建立了晓庄师范学院、山海工学团等。在

学习前人优秀理论的基础上，要结合本民族自己的实际情况。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借鉴优

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要结合本民族的自身实际情况来进行运用。陶行知结合二十世纪初中国特有的国

情，针对中国的情况创新提出生活教育理论。在学习和生活中，我们要学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问题。

学习前人优秀的学习方法和策略，有选择地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将其运用起来。在做事情和做研究的

时候，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学习上要具有发散思维和创新精神，不是依葫

芦画瓢去学习和运用东西。陶行知在学习杜威实用主义精神后，并没有把杜威教育生活理论照搬到中国

来，而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创新。 
其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注意因材施教原则。杜威和陶行知的教育生活理论和生活教育理论两者相

互联系，又各具特色。杜威和陶行知都看重教育的实用性，都探究教育思想的民主，他们的思想在教育理

论背景、教育的目的以及教育理论等方面又很大的不同。针对不同的国情和当时社会环境，他们的教育思

想都在一定方面对教育界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都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探究的。在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的时候，要做到因材施教。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性格特点以及思想政治认知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最后，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采用的是正面的教育模式，在小学、中学都开设有

专门的思想政治课程。思想政治课程是一门意识形态较强的课程，我们通过讲授的方式学生可能难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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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所以，在教学中我们要注意理论知识与实际活动联系起来。杜威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都强调把

生活和学习结合起来，学习不能脱离生活实际。在生活中学习，又把所学知识运用于生活实践。 

5. 结语 

无论是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理论与陶行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理论，他们的教育理念都十分重视教育

与生活的关系。但是，许多思想政治课教学仍然存在学生学习兴趣不高、课程过于强调社会功能、课程

内容理论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等问题。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 版)》提到：“高中思想政治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目的，是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提

高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增强社会理解和参与能力的综合性、活动型学科课程”[6]。教育与生活是紧

密相连的，是教育教学中不可避免的基本问题。正如郭元祥在《生活与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基础教

育论纲》中提到“基础教育应回到其本原的目的上去，即为了生活而教育，生活是教育的源泉、教育的

中心，基础教育应注重发挥生活对教育的意义”[7]。如何处理好教育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每一位教育

者应该认真思考并努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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