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道》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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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认真仔细地阅读了《师道》。在阅读《师道》时，我在里面获得

了很多提高自身为人为师的启示。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爱满天下的陶行

知”，我们一直在说老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和朋友开玩笑时我也会说老

师是在用爱发光，正好我最近阅读了一系列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下面是我关于

陶行知教育思想结合我们学校赋权增能课题的一些思考。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中的核心部分，属于他教育理论中的

教学论。对于“教学做合一”，陶行知的解释为：“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

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他也说过：“教

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教学做合一”以“做”为核心，那么它的基本特点就是实践性，再加上教学过

程中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主张，可以得出结论“教学做合一”其实就是要

求老师在充分发挥自身主导的情况下，理论联系实际，将教育内容联系生活实际

即教育内容生活化，最大化地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能够在做中学。

“教学做合一”的实现是循序渐进的，在真正落实素质教育的大环境背景下，

教与学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以学定教，以教定学，但归根究底一句话，教师

的各种生活化教学发挥必须建立在充分把握学情的基础上。

相比较于传统的教学，教学生活化显得较为自然，在课堂上实施起来也更能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提高学生学习效率的途径之一，单纯

的理解书本知识是具有局限性的，但是教学生活化利好的一大基础就是生活是在

不断变化着的，教师能在其中汲取源源不断的新鲜教学素材的同时，学生也能在

生活中发现更多新鲜的事物，其个性由于个体生活经验的差异性将会在此过程中

得到发挥与发展。

“教学做合一”的实现其实是一个构建自主课堂的过程，分为两个层面，一

是对教师的要求，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应该是学无止境，不断学习进步的，其

次侧重于学习方法的教授，最后能根据学生个体差异性因材施教。二是对学生的

要求，最重要的就是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即学生意识到自己才是课堂的主人，但

对于这一点，考虑到小学阶段学生自制力自觉性不强甚至缺乏的特点，我认为还



是更依赖于教师正确并有效的引导。由此可见，在小学阶段“教学做合一”的实

现由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影响甚至决定。

自我国改革开放多年尤其是新课程实施以来，针对课堂教学改革，无数前辈

在“教学做合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生活化教学具体的实施对策，但是作

为一名新教师，我在学习与实施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最大的

问题就是，教师自身定位不明确造成的生活化教学转换的失败。观念的存在与认

识是一回事，但在实际教学中操作就是另一回事了。

从新课程理念出发，教育理论界对课堂教学改革的要求是以“自主·合作·探

究”为标志性的学习方式为主，师生、生生之间通过对话、互动，帮助学生建构

知识与意义。即在课堂教学时，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自主学习，让学生成为课

堂与学习的主人。这一理念与“教学做合一”思想中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不

谋而合，结合上文所提到的实现“教学做合一”的途径为构建自主课堂，那么我

们可以推导出，新课程理念基础下小学阶段课堂教学改革的主要实现路径就是建

构自主课堂。而“赋权增能”作为近年来课堂教学改革中常被人提起的一个词，

就是建构自主课堂过程中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进一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小学阶段实践“教学做合一”需要依靠赋权增能的实现，教师赋权增能理

论对于促进教师发展乃至“教学做合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通过将教育权力下放，实行新一轮的强调国家、地方与学校的三级课程

管理体系的课程改革，建立起以学校为本的校级管理机制，重新修订了小学语文

新课标课标，希望以此解放中小学教师的思维，同时为其参与学校课程自主建设

与发展提供机会。

自我 2019 年八月入职以来，学校给我配备了多位师傅，有德法方面的、班

主任方面的还有语文方面的。一个学期下来，我遇到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问题，

和师傅们一起解决的时候，也进行了一些思考。我认为从在职一线的老师角度来

说，从制度、课程改革体系层面思考改变其实对我们来说有些不现实，即操作性

不高，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抓住每一次教研组活动的机会进行思考与创新。其实，

新课程改革为中小学教师的赋权增能提供了良好的学校环境基础，也为教师的专

业发展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