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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先生的重要教育理念。在他看来，教育应与生活紧密联系，学习应在真实的生

活情境中进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生活即教育”的思想对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今，生活化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面临着教师重视程度不够、教学实践形式单一等问题。因此，

我们需要加强小学语文教育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将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思想更好地运用到小学语文

教育中。本文主要从阅读、说话、写作以及教学资源几个方面入手，探寻具体应用路径，促进生活教育

理念与小学语文教育的融合，提升语文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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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fe is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Mr. Tao Xingzhi. In his view, education 
should be closely linked to life and learning should take place in real life situations. In elementary 
school language teaching, the idea of “life is education”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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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tudents’ basic quality. Nowadays, the application of “life is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lan-
guage teaching face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from teachers and a single form of teach-
ing practice. Therefore, 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imary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al life, and better apply Tao Xingzhi’s idea of “life is education” to primary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is paper, we mainly start from several aspects of reading, speaking, writing and teaching re-
sources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path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ife ed-
ucation with elementary school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anguage educ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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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小学语文教学中，陶行知“生活即教育”思想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对于这样的思想，他着重

强调，生活也是进行教学的地方，人生中处处是教育。语文教学是小学阶段的核心课程，同时也是帮助

小学生提高综合人文素养的重要手段。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师应遵循陶行知先生“生活

即教育”的思想，将语文教学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促进阅读、说话、习作教学以及教学资源的生活化，让

学生们的核心素养在日后的学习中得到充分的发展。 

2. “生活即教育”思想 

2.1. “生活即教育”思想内涵 

陶行知采用了杜威的“教育生活理论”，并在多年的教育实践研究中加以发展。他主张“生活即教

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一生活教育理论在他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得到了实践。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首先，它表明，有生活就有教育，生活本身就蕴含

着教育的意义。对他来说，“生活”包含着工作与社交等丰富的含义，而不仅仅只是狭义上的生活，一切

人类的实践活动统称为生活[1]。教育的规模有多大，生活就有多大，处处都是生活，也就是处处是教育。

教育与生活保持着时刻紧密的联系，没有个人能够脱离生活而单独存在。 
其次，“生活即教育”也表明，教育是由生活所决定的。人类社会生活在不断推进，这也促使了教育

的产生和发展。与此同时，随着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不断更新，教育也需要与时俱进。生活在促进教育

发展的同时也对教育提出了许多客观的要求，教育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没有社会生活的变

化就没有人类的教育。人类理想社会生活的构建，需要教育以生活为依据，同时满足不同人的生活方式

与理想[2]。由此可见，生活决定着教育，教育需要生活。 
第三。“生活即教育”也说明，教育能够促进生活，生活同样需要教育。在陶行知看来，教育与生活

密不可分，生活需要教育。从这方面来讲，教育的功能就是对人的生活的改善。教育需要促进生活从不

合理变得合理；从无序变得系统；从落后变得进步。教育通过认识和改变来影响人的生活，从根本上来

说，教育在人的生活中的功能就是改变人[3]。与此同时，教育也具有传递文化经验的作用。在陶行知看

来，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完整而高尚的生活，即理解生活的价值。他认为，人的一生必须通过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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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学习来延续和发展。换句话说，教育不是生活的附加物，而是生活应有之义，是生活的本体，与生活

密不可分。 

2.2. “生活即教育”的社会重要性 

2.2.1. 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 
通过生活化的教育，学生能够对社会中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与感受，增强自身的社会

责任感与使命感。“生活即教育”思想中所蕴含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方式能够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具备创

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这些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这些人才的

努力，社会将不断向前发展，变得更加繁荣昌盛，未来也会更加和谐、美好。 

2.2.2. 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在“生活即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学生能够在真实生活中学习知识，并将课堂中的知识运用到生活

实践中。这样一来，学生能够经常在生活中学习和实践知识，不断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和社会交往能力，

从而更快地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具备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通过这样的教育方式培养出的学生，不但

能够拥有扎实的知识基础，与此同时还兼具丰厚的实践经验。在未来走上社会时，面对环境的多变能够

游刃有余地应对，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2.3. 实现教育公平 
“生活即教育”思想勇于突破传统教育的限制，坚持将教育与生活进行紧密结合，同时也让更多的

人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在这样生活化的教育方式之下，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教育差距被缩小，能够

促进教育公平。教育资源不但被进行了重新的分配，与此同时，教育机会均等也被大大推进。这样一来，

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孩子之间的教育差距被缩小，他们都能站在相对平等的起跑线上，去追寻属于他

们的知识梦想。这不但能够促进学生个体的成长，同时也能帮助构建美好和谐社会、实现教育公平。 

2.2.4. 提升国民素质 
生活化的教育方式将教育与生活进行紧密的联系，让学生在生活中理解与应用知识的时候，也能对

知识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与体会。“生活即教育”思想对学以致用的能力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样的学习是

一种将抽象知识转化为具体实践能力的过程。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个人的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得以

全面提升，他们不仅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更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种教育方

式所培养出的，不仅仅是拥有扎实知识的人才，更是具备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他

们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为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2.3. “生活即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意义 

2.3.1.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1) 语言建构与运用 
“生活即教育”思想能够有助于学生健康的语言观的建立。小学语文教学不仅仅是传授语言技能，

更重要的是引导小学生在生活中更好地运用语言，同时在他们与世界之间建立联系。“生活即教育”的

思想支持语文教学从简单的技能学习向生活体验和更深层次的知识学习转变。它丰富了教育的内涵，使

教育不再是对知识的简单传授，而是促进学生对生活的理解与热爱，引导学生学会生活。这种基于生活

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通过丰富多彩的学习情境来理解和应用知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 
2) 思维发展与品质 
“生活即教育”思想以生活为课堂的主阵地，将课堂教学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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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仅仅在课堂中学习知识，同时还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并运用知识，这有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

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儿童的认知发展要经历感觉运动、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这样的四

个阶段。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正在不断形成，他们正在从具体运算阶段进入形式运算

阶段。“生活即教育”的思想将生活视为学习的内容，鼓励在现实生活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有助于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学生逐渐学会思考，学会用语言表达。 
3) 文化传承与理解 
“生活即教育”思想也具有传承与理解文化的功能。鲁迅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

句话从根本上说明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中华文化博大而精深，它是各民族文化精髓的集合体。中华民

族要想在世界文化大舞台上站稳脚跟，彰显自己的独特之处，必须以本民族的文化为基石。由此看来，

在“生活即教育”思想指导下的小学语文教学要想实现对文化的传承与理解，需要引导学生在对实际生

活的不断探索中学习并理解本民族文化。可以说，小学语文教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而不是简单的知识

传授。 

2.3.2. 促使教育回归生活 
在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下，许多小学语文课堂所教授的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相背离，对教学与生活的

联系不够重视。但事实上，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把握需要在实际生活中进行体验与反思，而不仅仅是在

课堂中单一地学习课本知识。“生活即教育”思想则鼓励学生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对知识进行学习和运

用。这样的生活化教育理念认为，生活是知识的源泉，知识应当为生活服务。通过这种方式，学生的学

习才能更加有意义，从而更好地发展自身的综合素养。与此同时，“生活即教育”思想也十分重视学生

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在生活化教育理念引导下的教学中，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学生

是课堂与生活的主要参与者，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知识，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知识。 

3. “生活化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的问题 

3.1. 教师对“生活化教育”的实践重视程度不够 

“教育即生活”思想下的生活化教育模式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产物，顺应了时代潮流，是课堂教

学形式的一种重要创新。但事实上，在实际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一些教师，尤其是老一辈的教

师，对“生活即教育”的小学语文教学方法普遍重视程度不够，仍然将传统的语文教学方式作为主导。

在这样的课堂上，小学语文教师对于知识的机械记忆给予了过分的重视，但对学生其他方面素质的培养

却有所忽视。由此，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阻碍。 

3.2. 教学中“生活化教育”的实践形式单一 

“生活化教育”渗透在小学语文教学的课堂教学、作业布置以及教学评价等多个环节中。小学语文

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除了使用讲授法之外，还可以利用电子课件等工具，并结合其他不同的教学方

法，引导学生将课堂中学习到的语文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在生活中对语文知识进行理解与运用。但

通过调查发现，在许多小学语文教学中，课堂讲授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许多小学语文教师

在对学生进行教学评价时，仍然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为主要的依据，而忽视了学生其他方面能力的发展。

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没有自主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很难快速理解和吸

收新信息。 

3.3. 学校对“生活化教育”重视程度低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许多学校响应号召，将生活化教育融入小学语文课堂。具体地来说，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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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校从课堂教学方式等多方面入手，将“生活化教育”落实到学校中。然而，笔者通过调查了解到，部

分学校对“生活化教育”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在实践中也没有彻底落实。受传统教育观的影响，许多

学校仍然过于重视学生的成绩，因此教师的压力一直很大。此外，在对教师教学观念的培养和更新方面，

一些学校重视程度还不够。在教学设施上，一些学校仍然采用传统老旧的教学设施，未能跟上时代的步

伐进行实时更新，这都阻碍了“生活化教育”的落实。 

4. “生活即教育”思想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的理论依据 

4.1.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坚持这一理论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要实现其本性潜能的发挥至关重要，他们高度重视人的尊严、

价值及自我实现。在心理学层面，他们洞察到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并着重强调了对人类心理的深入探

究。本文聚焦于将陶行知“生活即教育”思想融入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路径，这一理念与人本主义学

习理论相呼应，着重强调学生创造力的激发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每个人天生就拥有引导自我发展的内在

动力，即“自我实现”的驱动力。受这一观点启发，本文探索了“生活即教育”思想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

应用路径，旨在不断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提升学生的观察力与表达能力，从而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与自

我实现。 

4.2. 儿童认知发展理论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也为“生活即教育”思想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心理学理论依据。

对于儿童的认知发展，皮亚杰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它看来，儿童认知发展的过程可以分为不同阶

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认知特点和能力水平。而这样的认知发展阶段不但能够体现出儿童思维方式的

成熟过程，同时也揭示了儿童在学习过程中不同的学习需求以及学习方式。在这样的生活化教育之下，

儿童能够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对知识进行应用，在实际操作中更加深入地理解知识。这样的学习方式正

与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相契合。在这一理论中，儿童能够在自己的实际操作中对世界进行探索与

发现，从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通过生活化教学活动的参与，儿童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问题解决

能力等都能够在实际应用知识的过程中得以发展，而这些能力也正是他们认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此同时，这样的生活化教育将学生学习的内容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

对学习能够产生更高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最终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

效果，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4.3. 最近发展区理论 

“最近发展区”理论是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杰出贡献。他独到地将儿童的发展层次划分

为两大板块：一是儿童已牢固掌握的“现有能力范围”，另一则是儿童尚未全然驾驭，但在外界助力及

模仿学习中可触及的“最近发展区”。教育的真谛，不仅在于巩固学生的“现有能力范围”，更在于引领

学生迈向其能力的巅峰。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教育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使命。教育者需首先精准

把握学生的现有能力，随后运用多元化的教学策略，助力学生跨越至“最近发展区”，实现自我超越。此

理论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教育者对学生发展特性和学习需求的深刻理解之路，为他们提供了构建个性

化学习环境与教学策略的宝贵指南。在探索将“生活即教育”思想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的路径时，本

文同样对“最近发展区”理论给予了深切关注。教育者不应仅仅作为学生发展的追随者，而应成为学生

成长道路上的同行者与引导者。他们需致力于提升学习的生活化内涵，于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内在潜

能，引领学生勇敢迈向“最近发展区”，共同见证学生攀登至更高能力水平的辉煌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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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活即教育”思想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5.1. 将“生活即教育”思想应用到阅读教学中 

阅读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陶行知的人生哲学观促进了阅读教学的更新换代，

在这样的推动之下，教师要将“生活即教育”思想真正融入到课堂教学中，鼓励学生将课堂中学习到的

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在生活中对语文知识进行建构，而不仅仅是对课文内容照本宣科的讲解。教师

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可以安排将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作为课堂阅读的文本。这样一来，能够

增强知识的亲切感、生活感，有助于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阅读的魅力。与

此同时，这样的生活化阅读教学使阅读从学生被动接受的过程变成了学生主动吸收与理解的过程，为教

师的教学设计也提供了新思路。由于阅读材料源自于学生的真实生活情境，学生能够在阅读中对生活的

复杂多样性进行思考，从而把握生命的真谛，促进学生的深度阅读。 
以小学语文教材《爬山虎的脚》为例，教师在对这篇课文进行教学的时候，可以从课文的上下文入

手，请学生观察生活中见到的爬山虎。以此同时，为了促进学生对爬山虎的进一步学习，教师可以打破

课堂的界限，鼓励学生到社区街道中对爬山虎进行观察，并对它们的季节变化和生长规律进行实时的记

录。当学生对自己生活中的爬山虎有了充分的观察和认识后，教师再请学生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记录的信

息，帮助学生理解课文中描述的爬山虎。 

5.2. 将“生活即教育”思想应用到习作教学中 

在进行写作素材的选取时，以具体的生活为依据，能够提升习作真实性、生动性。与此同时，还能

够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从而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提升写作的能力[4]。在生活化的习作教学中，学生能

够对生活中的人和事进行记录、描述以及反思，学生在生活中进行学习，他们还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

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在教学中落实终身学习理念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改革写作形式。在习作的文体方面，

传统习作教学对于记叙文的练习给予了高度重视，其他的写作形式则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然而，不

同的写作形式都发挥着自身不同的作用。因此，要改革传统以记叙文为主导的习作教学方式。从本质上

讲，就需要教师拓宽学生的写作视野，同时对写作教学方式进行创新。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学生不再只

专注于记叙文这一种写作形式，而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选择相应的写作形式。 
例如，教师在进行习作教学“我的植物朋友”中，在课堂引入阶段，可以首先请学生就自己生活中

的“动物朋友”与全班进行交流。在课后布置作业时，教师可以请学生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对自己与植

物朋友的生活进行实时记录，包括植物的外形和生长情况等。为了鼓励学生更自然地融入角色，教师可

以指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植物进行照料，同时记录下自己在进行这些活动时的内心感受。在后来的分

享会中，学生可以将自己记录下的内容与班级同学进行讨论交流，教师对优秀内容给予鼓励与表扬。最

后，教师再将这些内容进行收集整理，将它制作成完整的日记册。 

5.3. 将“生活即教育”思想应用到教学资源中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加强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的联系，而不应过分依赖课本内容。陶行

知的人生哲学主张“教学做合一”，即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和现实生活中的“做”相结合。在现

实生活中“做”。陶行知先生特别强调“做”，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从而有效地促

进学生的学习。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师要鼓励学生在生活中对课堂教学问题进行探索，从而学会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5]。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起着引导作用，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需要以学生的实际

生活为依据，将生活教育理念融入小学语文教学，使抽象的知识变得具体。 
例如，教师在教授《大自然的声音》一课时，可以将课程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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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对大自然的声音进行初步的理解与体会，在下一阶段，可以走出教室，让学生在生活中对大自

然的声音进行进一步的感受，同时请学生对自己的心得进行实时的记录；在课堂的最后，学生之间可以

相互交流讨论，将自己所记录下的心得体会进行分享，这样的教学方式更有助于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6. “生活即教育”思想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实践效果 

6.1. “生活即教育”思想在阅读教学中应用的实践效果 

6.1.1. 增强阅读的广度与深度 
“生活即教育”思想鼓励学生将课堂中阅读的内容与自身的生活经验相结合，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

产生更深层次的共鸣[6]。这样与生活紧密结合的阅读方式，能够帮助学生对课文中的人物、情感等有更

好的理解。这样一来，阅读教学不再只是停留在文字表面，而是能够深入文本内部，把握其精髓。同时，

对一些复杂难懂的内容，学生也能够获得更好的理解，有助于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 

6.1.2. 培养阅读兴趣与习惯 
将“生活即教育”思想融入到阅读教学中，学生在进行阅读时能够发现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元

素，从而提升他们对于阅读的兴趣。当学生寻找到阅读内容与自己生活的紧密联系时，他们更愿意花费

时间与精力进行阅读，这有助于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这样的阅读习惯，不但能够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

提升，同时还为他们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6.1.3. 提升情感认知与人文素养 
阅读的过程也就是传递情感与人文精神的过程。将“生活即教育”思想融入阅读，学生在进行阅读

的同时也对生活的复杂与美好有所体验，更加学会了如何从多角度对事物进行理解。在阅读中，学生能

够对文中人物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情感体验等有所感悟，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情感认知以及人文素养。在

生活中，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尊重他人，有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 

6.2. “生活即教育”思想在习作教学中应用的实践效果 

6.2.1. 激发学生的写作灵感 
由于小学阶段学生的知识以及生活经验的限制性，在进行写作时，往往缺少灵感。这样一来，写出

的文章容易产生内容空洞、缺乏真情实感等问题。而“生活即教育”思想对教育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

进行了强调，在它的引导之下，学生能够从生活中获取素材以及写作灵感。在这样的生活化教学中，教

师也能够引导学生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观察与感悟，这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写作灵感，让他们有话可说、

有情可抒。 

6.2.2. 培养学生的观察习惯和能力 
要提升学生对习作水平，不但需要有良好的知识储备，还需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将“生

活即教育”思想融入习作教学，可以让学生对生活中的小细节进行关注，这有助于观察力与感受力的培

养。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学生能够在生活中获取到更多写作的素材。这样一来，也能够帮助学生更好认

知与理解事物，从而提升写作水平。 

6.2.3. 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语言是生活的反映，也是思想的载体。将“生活即教育”思想融入习作教学，可以让学生用更真实

的方式在习作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这样的生活化教学之下，教师能够引导学生用更加生动、形象

的语言来描述生活、表达情感，从而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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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将“生活即教育”思想应用到教学资源中的实践效果 

6.3.1. 增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与吸引力 
“生活即教育”思想强调教育与学生实际生活的紧密联系，在教学资源上，则需要对学生的真实生

活进行反映，包括学生的家庭、社区以及社会环境等。通过生活元素在教学资源中的融入，能够大幅度

提高教学内容的实用性以及吸引力，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引起学生的共鸣。 

6.3.2. 促进知识与技能的实际应用 
语文不但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用以沟通、交流与表达的工具。将“生活即教育”思想融入教学资

源，能够让学生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对语文知识加以运用，例如通过角色扮演、情景对话、实地考察等

方式，将课堂中所学习到的语文知识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这种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中掌握

和运用语文知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6.3.3.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生活中的情境和问题往往复杂多变，需要学生进行深入分析和独立思考。将“生活即教育”思想融

入教学资源，能够促进学生从多个角度审视问题，从而提出更加独到的见解以及解决方案。例如，通过

讨论社会热点、分析文学作品中的社会现象等方式，引导学生思考并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助于培养他

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7. 结语 

生活教育理念让教师改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方式，从全新的教学视角出发，让学生更加乐于学习、善

于学习、学会学习。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生活教育理念，不仅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还能提

高他们的创造力。与此同时，教师也要意识到，要想取得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不能只依靠单一的教学

方式，只有将生活化教学与其它教学方式完美结合，才能克服具有挑战性的学习情境，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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