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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毛泽东高度认同并亲笔回信。在

生命的后期，他不畏强权，不怕牺

牲，笑等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枪”，

最后终因“劳累过度、营养过亏、

刺激过深”而去世，享年 55 岁。

就立功而言，陶行知自 1917 年

留美学成回国后，举毕生之力发动

了七次教育运动，为中国教育寻觅

曙光。他倡议并与朱其慧、晏阳初

等人发动实施了大规模城市平民教

育运动；此后又转向广袤的农村，

发动组织了更为气势宏大的乡村教

育运动，“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

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

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陶行知

还因应形势变化 , 连续发动组织了普

及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国难

教育运动、全面教育运动、民主教

育运动，跟着共产党走、拥护共产

党主张，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成

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就立言而言，他在自己长期教

育实践基础上，根据当时中国国情

与需要，吸收了中外古今优秀教育

思想成果精华，对其恩师 20 世纪最

有影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实

用主义教育学说进行创造性改造和

发展，创立了以“生活”“教育”“教

学做”等概念为主要范畴，以“生

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

做合一”为基本原理，以民主教育、

科学教育、师范教育、乡村教育、

幼儿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终生教育、

创造教育为具体主张的庞大的“生

活教育学说”理论体系，留下了煌

煌近六百万字的理论成果，这在近

现代中国教育家群体中可谓独树一

帜，无人可及。他的生活教育学说

不仅契合于当时的中国以及适用于

第三世界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前后得到亚洲与美洲一些发展中国

家学习借鉴，也完全可以作为今天

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借鉴。

生活教育学说是一个扎根中国

本土并走向世界的中国特色教育理

论体系。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教育

响大众万民；建立伟大的功勋业绩，

足以有功于国家民族；创立伟大的

言论学说，足以流传后世。

古人讲的这些当然都不错，但

个人体会，还不够精准到位，我认为，

只有立德、立功、立言，并且真正

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人物 , 才是真正的

圣人。陶行知与历史上的所谓圣人

们有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他不是

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圣人，而是服务

于人民的“圣人”。这种圣人才是

真正的圣人，我心目中的圣人。

陶行知是如何做到为人民的“三

不朽”呢？他曾赋诗言志，“人生

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

做一大事去！”他在经历了学医救

国、文学救国、政治救国三次人生

志向转变之后，最终确立了教育救

国的远大志向。他在南京创办晓庄

乡村师范，在上海创办工学团，在

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在

香港创办中华业余学校；他抛弃高

官厚禄的诱惑，睡牛棚，穿草鞋，

立志用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

社会”。

就立德而言，陶行知具有“爱

满天下”的博大胸襟、乐于奉献的

伟大情操、炽热真诚的革命激情、

不屈不挠的刚毅品质、求真务实的

思想作风、开拓创新的创造精神等

精神品质，给我们留下了一笔足以

永远留传后世、影响中华民族精神

成长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为民众甘

于奉献，放弃优渥待遇的工作去办

乡村教育，为老百姓烧心香；当晓

庄师生因从事政治活动奔走街头时，

他敢于承担责任保护师生因而被通

缉、封校；他为团结抗战、全力抗日，

与沈钧儒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的

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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