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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启示

李济清　马多秀

摘　要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提出了许多著名的

教育思想。他的创造教育理论贯穿其整个教育理论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创造教育要培养“真

善美的活人”，要培养第一流的教育家，要解放儿童，是以生活为内容的教育，是行动的教育，其创造教

育思想对当前我国教育依然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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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也是我

国近现代创造教育的先驱，毕生都致力于教育事业，

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的现代

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尤其是他的创造教育思想，

贯穿在他的整个教育思想当中，时至今日，依然对

我国教育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论述其创

造教育思想，并讨论其对当下教育发展的启示。

一、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产生

陶行知先生开启了我国近代创造教育的先河，

他最早明确提出了创造教育的主张，并将其运用到

教育实践当中。他在生前的时候就曾告诫后来者 ：

“仿我者死，创我者生”[1]。他最初萌发创造教育理

念是在金陵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时，他在培根的《因

循论》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思考，

写下了《因循篇》，揭示了当时的中华民族被列强

所欺凌的根源，在文章中初步体现了他的创造教育

理念。[2] 他大力提倡试验教育，先后发表了多篇与试

验教育相关的文章，提出用试验教育来培养学生创造

力的方法——注重试验的心理学、建设试验的学校、

重视应用统计法、注重试验的教学法。[3] 他强调用试

验教育来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指出了创新对于一个

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表达了自己想通过试验教育来救

国的强烈愿望，并为之付出了实践，即创办晓庄试验

乡村师范学校、育才学校以及山海工学团等等，并在

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

1933 年 3 月，陶行知先生在当时的上海大夏

大学做了题为“创造的教育”的演讲，在演讲中，

他明确提出了创造教育的思想。他认为由行动而发

生思想，由思想而产生新价值，这就是创造的过程，

并推翻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点，提出“行是

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论点，认为行动对于教育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主张“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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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4] 因此，陶行知先生

的创造教育离不开具体的教育实践，主张在实践中

行动，在实践中进行创造。

二、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

发达的不竭动力。“创造”激励人们去发现新的有

价值的事物，它使一个民族更加具有活力，也是一

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精髓。陶行知先生提出的“创造

教育”贯穿其整个教育体系，旨在帮助学生树立创

造观念，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为国家发展提供创

新型人才。他的创造教育内容极为丰富，从多个方

面提出了创造教育的发展路径，为当今的创造教育

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创造教育要培养“真善美的活人”

1943 年，陶行知先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创

造宣言》，在宣言中提出“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

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

活人。”[5] 所谓“活人”即指具有生活力、行动力

和创造力的人。[6] 他坚信只要是“活人”，就会有

创造性，就能够进行创造。那么，究竟要如何培养“活

人”呢？

首先，创造教育要培养具有生活力的活人。我

们在建设中国的师范教育时，要学会运用环境所需

的事物，要建设好中心学校，从学生个体的生活出

发，以培养学生的生活力。陶行知先生认为生活力

是建设一所学校所必须的，只有有生活力的学校才

能够培养出活人。

其次，创造教育要培养具有行动力的活人。陶

行知先生非常重视人的行动，提出了以“做”为中心，

教学做合一的思想，认为行动就是“做”，我们要

实现动手与动脑相结合，通过行动来产生新的价值、

新的思想，将以“做”为中心的行动作为培养“活人”

的最重要的途径。

最后，创造教育要培养有创造力的活人。创造

力是一个人最为重要的能力，我们不仅要有创造的

教师，还要有创造的学生，而这都离不开“活的教

育”，只有接受“活的教育”，我们才能够促进创造

力的养成，并最终成为“真善美的活人”。而这要

区别于以前的“死教育”，死的教育只会让人丧失

活力，衰减创造的热情，不利于“真善美的活人”

的培养。总之，创造教育要创造活人，采用教学做

合一以及手脑结合的教学方法，让人人都能成为创

造之人，人人都可成为创造之才！

（二）创造教育要培养第一流的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认为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分

别是政客的教育家、书生的教育家和经验的教育家，

但不论哪一种，都算不得是一流的教育家，他提出

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

开化的边疆”，即要具有创造和开辟的精神。[7] 这

种创造的精神对我们现今的教育来说仍然是十分重

要的，一个人要想创造，那他一定要放开胆子，大

步迈向前，充分发挥试验的精神，去探索未知的奥

秘。

一方面，要有胆量去创造才可能成为教育家，

才可能成为第一流的人物 ；另一方面，要敢于试验，

有了想法之后一定要付诸实践，将想法落实到行动

中去，这样才能做一流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提

倡的这两个标准，是个体意志能力的体现，也是一

种教育情怀。而且，作为一名真正的教育家，要服

务社会、奉献社会，自然是少不了创新的，教育不

能一直沿袭旧制，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创造。

（三）创造教育要解放儿童

实施创造的儿童教育，并不代表教育就可以创

造儿童，儿童的创造力是历经千万年的斗争而流传

下来的精华，我们的教育不一定非得创造出什么，

但它可以解放儿童，启发儿童的创造力。[8] 陶行知

先生在《创造的儿童教育》一文中提出了“六大解放”

的思想，主张我们要解放儿童的创造力，将自由还

给儿童。

第一，要解放小孩子的头脑。儿童的创造力受

传统的迷信、成见等影响，受到了束缚，那么，在

创造教育的时代，我们要让小孩子的脑袋能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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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要敢于思考，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第二，要解放小孩子的双手。中国的教育一直

偏向于不让小孩子动手，当小孩子动手的时候就会

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实际上，我们想要发展创造教

育，想要解放儿童，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让他们动手

去做，动手实践。

第三，解放小孩子的嘴。当小孩子有疑问的时

候，一定要允许孩子提问，要满足孩子的好奇心，

满足他们的求知欲，给予他们言论的自由，让他们

敢于问，敢于创造。

第四，解放小孩子的空间。小孩子的天性爱玩，

我们要释放小孩子的天性，带他们去接触大自然，

扩大眼界，增长见识，以发挥内在的创造力。

第五，解放儿童的时间。创造教育要给儿童足

够的时间，让他有时间去创造，而不是把时间安排

得满满的，让儿童时刻处于紧张的环境当中。

第六，解放儿童的眼睛。要让儿童能够看，能

够认清事实，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一切事物。[9]

（四）创造教育以生活为内容，是行动的教育

生活教育，顾名思义，就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

育，陶行知先生提出的创造教育思想就是以生活教

育为主要内容，贯穿其整个的教育思想。我们的教

育不仅仅要从生活中获取，还要坚持教学做合一的

教育方法，即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

要根据做的法子，教和学都要以“做”为中心。因此，

我们要能够“做”，做的最高境界便是创造。[10]“做”

就是在劳力上劳心，它实质上是一种行动，通过行

动创造新的价值。

陶行知先生对于教育上的行动也有着自己鲜明

的观点。他否定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观点，并提

出了自己的行知观，认为行动要比知识更重要。在

“墨辩”中有三种知识，分别是亲知、闻知、说知，

第一种知识便是从行动中得来的。[11] 创造教育需要

行动，因此就有必要开展行动的教育。行动的教育

要贯穿在各级的学校教育中，让学生能够体会到行

动带来的成就，以激发个体自身的创造潜能。不过

行动的教育应当从小时候就开始进行，孩子在小的

时候进行行动教育是极其容易被接受的，只要教师

允许学生自由行动，那么有很多孩子就会在不知不

觉中形成了创造性的思维，用行动来进行创造。通

过行动教育，学生能够获得智识，并进而开展创造，

从而实现创造教育的发展。

三、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对当下教育的启示

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对

于我们今天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宝

贵财富，能够开创性地指导我国当前教育教学改革。

（一）树立问题意识，培养有创造精神的“活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

是创新的动力源。”[12] 我们提倡创造教育，想要培

养创新型人才，那么我们不仅仅要有创造的学生，

更要有创造的教师，只有创造的教师才能更好地培

养创造的学生。因此，陶行知提出教师要有农夫的

身手、科学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13] 在实际的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敢于探索，要坚守“捧

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和学生

一起创造，鼓励学生发问，以造就具有创新精神的

“活人”，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创新型人才。

（二）坚持学生主体地位，给予学生充分的自

由思考机会

陶行知极力反对“杀人的会考”，认为过分的

考试把人生的意义赶跑了。我们当前提倡素质教育，

主张发展人的身心，减少应试教育所带来的消极影

响，缓解一考定终身的社会倾向。提倡素质教育，

那么我们就要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能够充

分的自由思考，在素质教育的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发挥自

己的创造潜力。

（三）采用手脑并用原则，实施行动教育

陶行知先生在《三代》中说 ：“行动是老子，

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14] 行动是创造的前提，

必须要先有行动，而后才能创造。我们要开展创造

教育，为国家发展培育创新型人才，首先要开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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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教育，让学生明白行动对于一个人创造潜能的发

挥有着支柱性的作用，从行动中获取创造的灵感。

其次，要坚持从做中学，让双手与大脑共同运作，

手脑结合创造出一片新的教育园地让学生能够在实

践活动中有所收获，能够去行动，去创造，以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总之，陶行知先生虽已逝世多年，但他的教育

思想却永远地流传下来，尤其是他的创造教育思想

更是教育文化中的瑰宝，对今天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对我国创造教育发展具有深刻

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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