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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提倡““生活即教育生活即教育””理念理念

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归国之时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归国之时，，正值国内正值国内

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马上以巨大热情投他马上以巨大热情投

身教育改革身教育改革，，并决心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并决心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

务的办学方式务的办学方式，，用平民教育为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中国教育寻

觅新的曙光觅新的曙光”。”。他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他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

问题在农村问题在农村，，主张主张““到民间去到民间去”，”，还立下宏愿还立下宏愿，，

要筹措要筹措100100万元基金万元基金，，征集征集100100万位同志万位同志，，提提

倡开设倡开设100100万所学校万所学校，，改造改造100100万个乡村万个乡村。。

为了实践理想为了实践理想，，19261926年年，，陶行知在南京陶行知在南京

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创建了一所乡村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创建了一所乡村

师范学校师范学校，，自任校长自任校长，，还改地名为还改地名为““晓庄晓庄”，”，取取

日出而作之意日出而作之意。。在这所驰名中外的晓庄师在这所驰名中外的晓庄师

范范，，陶行知脱去西装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穿上草鞋，，和师生一起和师生一起

开荒开荒，，一起建茅屋一起建茅屋。。他提出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在劳力上劳

心心””的理论的理论。。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又在重陶行知又在重

庆创办了育才学校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把““生活教育生活教育””理论运用理论运用

在培养在培养““人才幼苗人才幼苗””的实践中的实践中。。这种中国近这种中国近

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使陶行知独特使陶行知独特

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中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中外。。

教师的教鞭下可能有瓦特教师的教鞭下可能有瓦特

陶行知说陶行知说：“：“你的教鞭下可能有瓦特你的教鞭下可能有瓦特，，你你

的冷眼里可能有牛顿的冷眼里可能有牛顿，，你的讥笑中可能有爱你的讥笑中可能有爱

迪生迪生，，你的骂声中可能有爱因斯坦……你别你的骂声中可能有爱因斯坦……你别

忙着把他们赶跑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车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车、、点点

电灯电灯、、学微积分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

学生学生。”。”他也是这样做的他也是这样做的。。

有一次有一次，，一位夫人拜访陶行知一位夫人拜访陶行知，，无意中说无意中说

起孩子把一块新买的金表拆坏了起孩子把一块新买的金表拆坏了，，她非常生她非常生

气气，，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陶行知听了陶行知听了，，连连连连

摇头说摇头说：“：“哎呀哎呀，，你打掉了一个你打掉了一个‘‘爱迪生爱迪生’。”’。”

之后之后，，陶先生亲临其家陶先生亲临其家，，又带小孩到修表又带小孩到修表

店去看师傅修表店去看师傅修表。。小孩认真地看小孩认真地看，，然后把零然后把零

件一个个浸在溶液里件一个个浸在溶液里，，又看着他一个个装起又看着他一个个装起

来来，，再给机器加上油再给机器加上油。。事后事后，，陶行知深有感陶行知深有感

触地说触地说：“：“钟表店是学校钟表店是学校，，修表师傅是老师修表师傅是老师，，

一元六角钱是学费一元六角钱是学费，，在钟表店看一个多小时在钟表店看一个多小时

是上课是上课，，自己拆了装自己拆了装，，装了拆是实践装了拆是实践。。做父做父

母的与其让孩子挨打母的与其让孩子挨打，，还不如付出一点学还不如付出一点学

费费，，花一点工夫花一点工夫，，培养孩子好问培养孩子好问、、好动手的兴好动手的兴

趣趣。。这样这样，‘，‘爱迪生爱迪生’’才不会被打跑才不会被打跑。”。”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

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

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

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

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至今

没有一份刊物能与之相比。安徽怀宁人陈独秀走在了民国思

想舞台的前端。

小时候的陈独秀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

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

发狂。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湖北留日学生学

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

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

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

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

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

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

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

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

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

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

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

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陈独秀：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倡导者

他们走在民国思想舞台的前端
民国的空前绝后，大多在于思想的速度。所有旧的东西被

快速摧毁，被新东西飞沙走石地席卷覆盖。民国短短几十年间，

所有重大的哲学问题被重新思考，个体的生活方式被神经质地

更新换代，各种先进与激进齐齐冲出水面，无所畏惧。

这是一个思想家辈出的年代。更迭与新生，淘汰与灭亡，

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走在时代前沿的安徽人胡适、陈独

秀、陶行知……他们终究成了一个时代的标杆。

他倡导自由主义，被誉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

早年留学，回国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

一，他就是安徽绩溪人胡适。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

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

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

学。毕生倡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

学方法。

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使其

终生服膺实验主义哲学。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

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

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

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

你们不能闹。”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

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

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

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

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

《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

篇长序中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

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

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

近更有胡适之。”

胡适：初出茅庐即被傅斯年夸奖

陶行知陶行知：：平民教育的先行者平民教育的先行者

如果说，胡适和陈独秀代表了两种思潮影响着当时的中国人，而另一位安徽人则用他

倡导的平民教育影响着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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