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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世師表”的陶行知 

他是偉大的人民教育家，
是中國進步知識份子的典
範，畢生致力於改革和發
展中國的教育事業。他是
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始人和
領導人之一，為中華民族
的解放和民主事業的勝利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他就是被宋慶齡譽為“萬
世師表”的陶行知。 

宋慶齡 

中國民主 
同盟的創 
始人和領 
導人之一 



投身 
教育、
報效 
祖國 

陶行知1891年出生于

教師之家，自幼熱愛教

育。大學畢業論文《共

和精義》的一句話更是

點明他投身教育、報效

祖國的思想和志向：“

人民貧，非教育莫與富

之；人民愚，非教育莫

與智之；黨見，非教育

不除；精忠，非教育不

出。” 



赴美留學 

大學畢業後，陶行知赴美留學，修讀杜
威、克伯屈、孟祿等人教育哲學和教育
史等課程，攻讀教育學博士學位。離美
回國時，在船上與人談及回國志向，他
說：“我要使全中國人都受到教育。” 

在哥倫比亞大學，陶行知（右一） 

與胡適（左二）等師生合影。  

學成歸國  

投身教育 
杜威 

克伯屈 孟祿 



宣導生活教育理論 

陶行知一生從事教育事業，提出了“生活即教
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大
主張。生活教育理論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論
核心，主張“社會即學校”、“生活即教育”
是重視大眾的實踐，主張“教學做合一”是他
的教學法，也是他的認識論。陶行知極重視實
踐，強調實踐是理論的源泉，理論是實踐的總
結與指導。他在《生活教育》 
上發表《行知行》一文，認為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並改本名為陶行知。 

 

 
。 



平民教育校長陶行知 

作者：許建康 



開辦平民識字讀書處和平民學校 

為了實踐理想，陶
行知赴各地開辦平
民識字讀書處和平
民學校並任校長；
創辦幼稚園，主編
《兒童科學叢書》
；創辦育才學校，
培養有特殊才能的
兒童，等等。 



教學做是一件事 

他認為，“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
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特別強調要親自
在“做”的活動中獲得知識。 



偉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被毛澤東稱為“偉
大的人民教育家”。郭沫
若曾贊道：“二千年前孔
仲尼，二千年後陶行知。” 



每天要對自己四問 

陶行知曾提出，我們每天要對自己四問
：一問我的身體有沒有進步？二問我的
學問有沒有進步？三問我的工作有沒有
進步？四問我的道德有沒有進步？其中
最重要的一問就是道德有沒有進步。因
為在他看來，道德是做人的根本。 



要在“事”上去指導學生 
修養他們的品格 

根本一壞，縱然有一些學問和本領，也無甚 
用處。所以他提出這一問，以啟發學生反思 
自我，提升學生人格修養水準，使學生“每 
天的一舉一動，都要引導到最高尚、最完備、最能永
久、最有精神的地位”。他提倡，要在“事”上去指
導學生修養他們的品格。 

 



四塊糖的故事 

陶行知擔任校長期間發生的一件事 

充分體現了他的教育理念。有一次 

，陶行知在校園裡看到一名同學用 

小石塊砸同學，便當即制止，並讓 

他放學後到校長室談話。放學後， 

這名同學來到校長室準備挨訓。見 

面後，陶行知卻掏出一塊糖給他說 

：這獎給你，因為你按時到這裡來。該同學

猶豫地接過糖，陶行知又掏出一塊糖放到他

手裡說：這塊糖又是獎給你的，因為我叫你

不打人，你馬上停止了，這說明你很尊重我。 



再獎勵你一塊糖 

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塊糖給他說： 

調查過了，你用小石塊砸那個同學， 

是因為他不守遊戲規則，欺負女同學 

。這名同學立刻流下了悔恨的淚說： 

陶校長，你打我兩下吧！我錯了，我砸 

的不是壞人，而是自己的同學呀。陶行 

知滿意地笑了，掏出第四塊糖遞過去說：為你

正確認識自己錯誤，再獎勵你一塊！我的糖發 

完了，我們的談話也完了。 



愛國民主戰士 

作為一名愛國民主戰士， 
陶行知一直將民主教育置於重要地
位。他尖銳地批評國民黨時期“奴
隸教育太多，主人教育太少”，高
呼“民主第一”、“工人萬歲”。
他主張用教育的力量，“達民之情
，遂民之欲”。讀大學期間，他受
辛亥革命影響，在校積極參加愛國
活動，主編《金陵光》學報中文版
，宣傳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使中華放大光明 
於世界 

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中
，他號召全校同學，努力學習和
工作，發出自己的光和熱，報效
祖國，“使中華放大光明於世界
”。辛亥革命爆發後，陶行知一 
度回故鄉參加地方起義。他信 
仰孫中山學說，主張民主共和。 



痛斥賣國的“二十一條” 

1919年，在南京6000人聲援“五四”運動的遊
行集會上，他痛斥賣國的“二十一條”。他還
參加了江蘇省教育會舉行的國恥紀念大會，發
表演說，強烈要求歸還青島。後來還與南京各
校代表一起，會見英、美兩國領事，表明中國
人民強烈要求歸還青島的嚴正立場。 



呼籲國人團結起來抗日救國 

1932年，發表《國民的軍隊》，對“一二·八” 

事變中頑強奮戰的十九路軍將士給予聲援。後 

來，在上海各界舉行的“一二·八”事變4周年 

紀念會上，陶行知又出面率領工人、農民及各 

界愛國人士近萬人參加遊行示威，徒步45里，呼籲國
人團結起來抗日救國。他還曾受全國各界救國會委託，
前往歐美亞非各國宣傳抗日救國，發動僑胞共赴國難。 

1937年秋， 

陶行知在 

墨西哥演講， 

宣傳抗日 



團結禦侮幾個 
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 

陶行知還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4人聯合
簽署《團結禦侮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
並正式發表。毛澤東就此寫信給陶行知與沈
鈞儒等4人表示支持，寫道：“我們同意你們
的宣言綱領和要求，誠懇的願意與你們合作，
與一切願意參加這一鬥爭的黨派、組織或個
人合作，以便如你們綱領與要求上所提出的
一樣，來共同進行抗日救國的鬥爭。” 

沈鈞儒、章乃器 

鄒韜奮、陶行知 



“我等著第三槍！” 

1946年，民盟的領導人李公朴
、聞一多相繼在昆明被國民黨
特務暗殺，接著傳來上海特務
的“黑榜”，陶行知名列“探
花”（第三）。面對反動派的
槍口與朋友的勸告，陶行知大
義凜然地說：“我 
等著第三槍！”在 
生命的最後100天 
，陶行知在工廠、 
學校、機關、廣場 
頻繁發表演講。 

陶行知高呼反內戰 

聞一多、李公朴 



《給育才全體師生的一封信》 

他在《給育才全體師生的一封

信》中說：“只要我們肯為民

主死，真民主就會到來，而中

華民族也就一定可以活到萬萬

年。”直至生命逝去的前一天

，陶行知還與郭沫若等30餘

人致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要

求派代表調查李公朴、聞一多

遭特務暗殺事件。1946年7月

25日陶行知病逝於上海。 



“捧著一顆心來， 
不帶半根草去” 

近代中國的多災多難，使
“教育救國”成為許多知
識份子的夢想，陶行知正
是其中最為傑出的人物之
一。他以“捧著一顆心來，
不帶半根草去”的赤子之
忱，矢志不渝地為中國教
育探尋新路。 



陶行知還是 
一位報人 

陶行知是偉大的人民教育家，也許很少人知道，他 

還是一位報人。1931年，陶行知受史量才之請，擔 

任《申報》顧問，當時對他的通緝令尚未撤銷，他 

未入報社職工名冊，也不去上班，有事則去史量才 

家商量。他為《申報》的改革做了大量工作。他以“不除庭草齋夫“筆名，在”自由談“ 

設專欄，連續發表104篇抨擊時事的雜文。1931年2月，特務闖入《申報》館，將一

份“伍豪脫離共黨啟事”放在桌上，責令“明天登出!”史量才將啟事仔細看了一遍:“伍豪

等243名共黨脫黨啟事……”陶行知匆匆趕來，他再三默讀，皺起眉問:“伍豪是周恩來

先生化名?”他果斷地說:“壓兩天再說。”史量才同意了。土海各報相繼登出"伍豪等脫 

離共党啟事"，一時輿論大嘩。《申報》壓了幾天，特務氣勢洶洶地上門責問。陶行

知考慮再三，想出一個好主意，在刊登這個啟事的同時，同版刊一個聲明:"伍豪先生

：承於送來啟事一則，因手續不合格未登出。"暗示有伍豪的否認聲明。同時刊登伍

豪律師的聲明，"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揭穿了敵人的詭計。群眾恍然大悟

，特務氣極又無可奈何。陶行知以其智謀，策略地保護了共產黨人，使周恩來免遭

暗算。"伍豪事件"以敵人的陰謀破產而告終。《申報》成為上海的一大名報，陶行知

功不可沒。 

特務氣極 

又無可奈何 



國家領導
人的悼念 

 

和陶行知 
生前的信扎 



陶行知紀念館 

為了紀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分別在出生在黃山歙縣黃潭源
村、陶行知所創辦的南京曉莊
師範舊址、當年在上海創辦山
海工學團的舊址、重慶市合川
區古聖寺內等地修建了陶行知
紀念館。 

黃山歙縣 

南京曉莊 

上海 

重慶市合川 



陶行知夫人吳樹琴 
陶行知厚道樸實的第一任妻子汪純宜病 
逝後三年又娶妻吳樹琴；吳樹琴是陶的 
續弦夫人。子陶宏，陶曉光，陶剛。她崇敬陶行知的人格與 
創業精神而相愛結婚。陶行知曾為自己創作一首結婚歌詞： 
“男先生，女先生，結了婚，打日本，怎樣打日本？團結去 
鬥爭，結婚革了命，不再為自身，為民族，求生存，聯合起來誓不分
”。他們彼此相愛、尊敬、支持，如同志、如戰友、如師生。陶行知
為民主、為革命鬥爭勝利了，她祝賀，受挫了，她心焦；陶行知生病
了，她是特別護士；陶行知飯涼、衣破了，她是賢內助。而她所從事
的藥品研究與製作工作，總能得到陶行知的全力支助。陶行知不幸去
世，她悲痛欲絕，終於化悲痛為力量。她精心保存了陶行知的許多遺
物書籍、文物、資料、墨寶，為研究陶行知提供了最有價值第一手素
材。她不顧體弱高齡，時而著文，時而演說，百餘次地出席全國、省
市、地區、學校等單位舉辦的陶研活動，為學陶、師陶、研陶出力。 

陶行知結婚證書的文字也另有一格：天也歡喜，地也歡喜，人也歡喜，歡喜你遇見了我，我也遇見
了你。當時你心裡有了一個我，我心裡有了一個你，從今後是朝朝暮暮在一起。地久天長，同心比
翼，相敬相愛相扶持，偶然發脾氣，也要規勸勉勵。在工作中學習，在服務中努力，追求真理，抗
戰到底。為了大我忘小己，直等到最後勝利。再生一兩個孩子，一半兒像我，一半兒像你。 



陶行
知的
兒子 

學的競賽，1931年起他積極參予父親宣導的科學下嫁和創辦兒童科
技通訊學校的工作，除去上課、廣播外還寫了大量的天文、生物、
化學方面的科普文章。抗日戰爭後辭去中國科學社的工作，到父親
創辦的育才學校來主持自然科學組的教學做任務，深受師生歡迎與
崇敬。他譯著有《每月之星》、《天象談論》、《幾顆著名的星》
、《從頭到腳》等數十冊。建國初期他曾被國家以研究員的身份派
遣到蘇聯去專攻有機催化結構化學課題，成績顯著，因而在文革中
遭災，被納入反動知識權威不給必要的醫療而病故，平反後的1986

年國務院還追認授予他國家特等科技進步獎。次子陶曉光在無線電
方面很有專長。陶行知共有4個兒子，只有最小的一個兒子上過公
辦學校，有國家正式文憑，但其他在生活中學習，都學有專長。 

陶宏（1915-1975）是陶行知的長子。他 

曾說我們父子間的關係非常的淡薄，因為 

他捧著一顆火熱的心忙著普及工農大眾的 

教育；我們父子間的關係又非常的親密， 

因為他時刻關心我們的道德修養，要我們 

做個真正的人。陶宏是在“教學做合一”原理指導下自
學成才的典範，廿年代末陶行知曾提出與他作忘年學科 

陶行知孫女陶錚 
次子陶曉光長女 



陶行知墓與寫
給妻子的遺囑 



教育名著 



生活即教育 



陶行知手跡 
從陶行知的題字和信扎中，你可以進 

一步了解他的為人、工作、生活…… 



陶行知（右1）毛澤東（左2） 





















愛滿天下 





名言
錄 



陶行知名言之一 

1、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2、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 

      做真人。 

3、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  

4、愛滿天下，樂育英才。  

5、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 

      做合一。 

6、行動是老子，知識是兒子，創造 

      是孫子。 

 



陶行知名言之二 

7、以教人者教己，在勞力上勞心。  

8、吃自己的飯，滴自己的汗，自己的事 

     自己幹，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漢!  

9、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動。       

10、失敗是成功之母，奮鬥是成功之父。  

11、每天要四問：一問我的身體有沒有進步？二問我的學 

      問有沒有進步？三問我的工作有沒有進步？四問我的 

      道德有沒有進步？  

12、讓學生走上創造之路，手腦並用，勞力上勞心，這需 

      要六大解放：一解放眼睛，二解放雙手，三解放頭 

      腦，四解放嘴，五解放空間，六解放時間。 



陶行知名言之三 

13、道德是做人的根本。  
14、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15、教育是立國之本。  
16、人生辦一件大事來，做一件大事去。  
17、要把教育和知識變成空氣一樣，彌漫於宇宙，洗 
        蕩於乾坤，普及眾生，人人有得呼吸。  
18、多少白髮翁，蹉跎悔歧路。 寄語少年人， 莫將 
        少年誤。 









陶 行 知 小 故 事 一 
男女同學如同桌吃飯 

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主持教務工作後，力主男女同 

學。1919年12月17日，陶行知依據中國女子高等教育最不發達，中等學
校畢業後女子幾無上進之路的實際，在校務會議上提出《規定女子旁聽
辦法案》，提出南高師的“各科功課，有宜女子旁聽者，可否通融辦理
，容其旁聽，遂其志願”，並提出具體辦法。該案1920年1月14日臨時
校務會議議決組織委員會討論，4月7日下午南高師第十次校務委員會專
門討論此案，張子高代表招收女生委員會將委員議決案說明理由後由主
席郭秉文將原案逐項宣付討論，陶行知報告了赴京與教育部接洽的情況
：“兼收女生問題宜注重三點：一、須規定女生入學資格以期程度相當
；二、須備有宿舍使學生起居妥善；三、須有相當女職員負指導責任。
如籌畫妥當，暫行試辦。”報告畢主席請大家表決，多數贊成。儘管當
時保守的人斥之為洪水猛獸，北京大學和南高師還是相約試行男女同學
，4月21日第11次校務會議決定招收180名女生，但受各種因素的限制，
1920年夏南高師正式招收8名女生，成為中國人自己辦的高校中第一個
招收女生的高校。此後還有保守勢力反對中學男女同學，陶行知1923年
1月在《新教育》第6卷第1期發表《為反對中學男女同學的進言》，認
為在社會無法大量設立女子中學的情況下，中學男女同學勢在必行，並
以求精神糧食為喻反問那些反對者：“既不能為女子另外開飯，又不許
男女同桌吃飯，是不是要看他們餓死呢？” 



陶 行 知 小 故 事 二 
先生不能只管教 

陶行知發現所有學校裏先生只管教，學 

生只管受教，這不是把一群天真活潑的孩子都變成書
呆子和字紙簍了嗎？陶行知認定有改革的必要，在南
高師的一次校務會議上闡明道理後，公開提出要用“
教學法”代替“教授法”。然而他的提議遭到了全體
出席會議人員的抵制和反對。陶行知堅持己見，毫不
退讓，與這些反對者辯論了兩個多小時，但結果還是
被校方拒絕。他因此不接受“教育專修科主任”的名
義，以示不妥協。1919年2月24日，應蔣夢麟之約，
陶行知寫出《教學合一》一文，批判教學分離、重教
太過的流弊。闡述“先生的責任不在教，而在教學，
而在教學生學”；“教的法子必須根據學的法子”；
“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學生學的法子聯絡，並
須和自己的學問聯絡起來。做先生的，應該一面教一
面學”，因此要教學合一。  



陶 行 知 小 故 事 三 
辦公不能成衙門 

中華教育改進社是當時中國最為前沿的教育 

家群體展現才幹共同合作的舞臺，1921年12 

月23日成立後，陶行知任主任幹事。因董事 

會和董事長不駐會辦公，實際上是主任幹事 

陶行知當家。為提高工作效率，陶行知提倡 

科學工作方法，為改進社確定八點《辦公原則》：唯事的
，非唯人的；科學的，非墨守陳規的；效率的，非浪費精
力與時間的；教育的、進步的，非保守的、倒退的；美術
的，辦公室佈置適宜，文件櫃整潔；衛生的，設備合于衛
生，工間宜略休息；興趣的，辦公事有興趣，能增加工作
效率；互助的，開誠佈公，合作互助。這樣就將改進社與
官僚辦事衙門區分開來。改進社總事務職員們在一起感到
是同學，學習的機會多，四年多面向全國幹了不少事。 

中華教育改進社 

及出版刊物 



陶 行 知 小 故 事 四 
科學中國需要孩子來創造 

陶行知提倡科學，尤重科學精神與方 
法。  1926年10月10日，他在上海， 
長子陶宏在北京，陶行知寄給兒子一本《電磁學》，
並在書上寫了一首《攀知識塔》：“一二三，三二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看誰找得真知識？――與陶宏作
科學忘年競賽。”1931年後，他又倡導科學下嫁運動
，將科學教育推向新的高潮，11月6日，陶行知稱他
的次子陶曉光和三子陶剛為“問真、探真兩位小寶寶
”，寫信希望他們變為科學的孩子，創造科學的中國
。祝他們努力向科學樹上攀，攀得高高的，把那肥大
的果子摘下來給全世界的人吃，不要只顧自己吃得一
肚飽，忘了樹底下的民眾。要做“國家有智慧，有實
力，有責任心的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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