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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陶行知研究中心成立于2007年1月19日,至今已走过了八个年头。这

在当时的媒体曾引起不小轰动,人们赞誉的不是一个研究机构的成立,而是陶行知研究中

心在大上海的一所地方师范高校的诞生。

历史上,上海的“码头文化”不仅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和名流新秀,而且也孕育了不

少仁人志士和大师巨匠,陶行知就是其中的一位。1934年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创办《生活教

育》杂志并任主编,陶先生生命的最后一百天也在上海度过,上海关注和研究陶行知,理所

当然。陶行知有不少头衔,但他首先是一位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更准确的定位是毛

泽东给的,1946年8月11日,延安举行规模宏大的“陶行知先生追悼会”,会场四周布满各

界人士所送的花圈,毛泽东的题词赫然居中,“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这一

称誉,至今未见中国教育界任何名家超越。上海师大以师范教育起家,以教师教育作为立

身之本和发展之源,师大人关注和研究陶行知不仅顺理成章,更是应尽之义、天然之责。

《新民晚报》2007年1月20日以“上师大昨天成立陶行知研究中心,将培训民工学校校

长”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全文如下:

本报讯 上海师范大学昨天正式成立陶行知研究中心,并开通网站———“行知行”。

“陶研中心”将在致力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推进陶行知“平民教育”

思想的实践工作,如计划开设民工子女学校校长、教师培训班,分4—6期培训本市民工子女

学校校长、教师,每期200人,为提升本市民工子女学校师德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服务。

《新闻晚报》2007年1月22日以“上师大成立陶行知研究中心为民工子女学校校长‘补

课’”为题,刊载了这一新闻。全文如下:

本报讯 上海师范大学陶行知研究中心日前成立,同时开通的还有陶行知研究中心网

站。中心成立后将致力于提升民工子女学校师德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

据悉,该中心计划开设民工子女学校校长、教师培训班,分4—6期培训本市民工子女学

校校长、教师,每期200人。

此外,中心还将尝试为在校大学生开设“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实践”选修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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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2007年1月23日的报道如下:

1月19日,上海师范大学举行陶行知研究中心成立会暨陶行知研究中心网站开通

仪式。

该中心由上海师大与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共建,上海师大领导和管理。首批兼职研

究员为来自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上海行知中学、上海市小学创造教育研究所等学校和教育

研究机构的教育专家和学者。

据了解,该中心将致力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理论研究,积极推进陶行知“平民教育”思想

的实践,如开设民工子女学校校长、教师培训班;尝试为在校大学生开设“陶行知教育思想

与实践”选修课;启动《陶行知专题文选》(分卷本)编纂工作等。并将通过建设陶研网站,弘

扬和宣传陶行知教育思想和人格精神。

新组建的陶行知研究中心是上海师范大学与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共建的、由上海师

大领导和管理的学术研究机构,时任校长李进任中心主任,时任副校长陆建非任执行主任。

媒体的报道还提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会长王荣华应邀担任陶研中

心名誉主任,并点击开通“行知行”网站。王荣华同志在贺词中高度评价了上海师大为上海

基础教育作出的贡献。他指出,上海师大一贯十分重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实践,并

将陶行知教育理念作为教学改革和教育实践的思想源头。他要求陶研中心把具有现实意

义和可操作性的工作规划做出成效,产生效应,为提升上海乃至全国的陶行知思想理论研

究和教育实践的水平而努力奉献。

2008年10月28日,上海师范大学与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共建陶行知研究中心签字仪式

在安徽徽州师范学校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陶行知研究所(中心)第二次联席会议上举行。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小蔓教授还提议中陶会与上海师大共建行知行网站。中国陶行

知研究会与上海师范大学共建陶行知研究中心和行知行网站为上海师大陶研中心走向全

国开辟了前景。

陶先生创办的《生活教育》杂志与我校陶研中心还有一段情缘。2006年6月至2007年

12月,受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委托,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主办的

《生活教育》杂志在上海师范大学编辑。陶行知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

长、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副会长金林祥任主编,陶行知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陶行知研究

会秘书长、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秘书长屠棠,陶行知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上海市陶行知研

究协会副秘书长林银光任副主编。

作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教育理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业绩是一笔宝贵遗产。

陶先生所主张的平民教育、大众教育、社会教育、生活教育的理念和精神应融入我们当今的

教育实践中。研究过程中以及媒体报道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如“平民教育”“民工子女教

育”“人格精神”“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始终是我们陶研中心聚焦的热

点和发力的支点。

毋庸置疑,结合国内外教育的历史沿革与时代发展来看,当今的全民教育、全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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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全球教育的思想源头可以在陶行知那儿寻得。就我国目前教育的发展状况而

言,以“四大支柱”为特征的现代教育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也意味着陶行知的生活

教育学说仍具有发展空间和学术生命力。

陶行知所倡导的教育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土壤,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本土化”,就是

“接地气”。以“做中学”为例,何必舍近求远从法国引入,中国教育史上曾有过的陶行知的

“教学做合一”和陈鹤琴的“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非常成功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不是

很有启发和借鉴价值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不少中国教育家不仅属于中

国,也属于世界。

8年过去了,上海师大陶行知研究中心不负众望,坚守使命,登高望远,脚踏实地,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成为全国陶研重镇。网站在最初策划时,为了LOGO的设计颇费心思,青年

艺术设计家娄文冰婉拒报酬,精心打造了一双“前行的脚印”,网站冠名“行知行”,简约独

特,过目不忘。

平民教育、民工子女教育、贫困地区教育一直是行知行网站关注的重点,网站同时也追

踪教育界的最新资讯,发掘有价值的教育史料。更新率特快,点击率不断攀高,不久便在全

国陶研网站中崭露头角,独具一格。令人惊讶的是,这类很难“爆红”的网站居然还引起了

不少海外网友的关注。

吴雁同志是陶行知研究中心的执行秘书、行知行网站的主编,她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眼

光为网站的脱颖而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新媒体平台上集聚了一批又一批的志愿服务

者。2014年5月27日吴雁同志因病早年离世。我们时常念及她在陶研中心和行知行网站

工作的那些充实而愉快的日子。

上海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2013届硕士研究生杨培蓓毕业后在松江民乐学校担任教师,

她依然以志愿者的身份,为行知行网站的运行,默默地坚持着、奉献着。上海师大信息化办

公室主任高伟勋、副主任瞿雪萍等经常在技术层面上指导和支持行知行网站。我们心存

感念。

值得一提,由我校陶研中心发起成立的全国高等学校陶行知研究所(中心)联席会议是

新时期坚持陶研工作的制度创新。第一次会议2007年6月7日在上海师大召开,参会学校

和机构有西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晓庄学院、太原师范学院、忻州师范

学院、丽水学院、安徽省教科院等。2008年至2011年间,举行了第二至第五次联席会议,新

增的参与学校有黑河学院、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徽州师范学校等。自第二次联席会议

起,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纪念馆(室)工作委员会的年会与之联合举行,俗称“双会制”。

由我校陶研中心提议,2012年10月在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联席会议,吸收高等

学校陶行知研究会参与,旨在陶行知研究继续深化拓展的同时,鼓励更多的青年研究者和

青年学生参与其中。会议更名为全国高等学校陶行知研究机构第六次联席会议,全国25所

高校陶行知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会参加,并举行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高等学校工作委员

会(简称“高工委”)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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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在广州私立华联学院举行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成立

大会暨2013年年会,我作为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陶行知研究中心主任,被推选为高工委

主任委员。

2014年1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陶行知纪念馆(室)工作委员会

联合年会在位于重庆的西南大学举行。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和加快培

养后备队伍,激励更多的青年学生和教师持续深入学习陶行知思想和精神,在教育综合改

革中,不断探索,勇于创新,为全面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八年来,上海师大陶研中心和行知行网站始终秉承“开放分享、与时共进”的理念,传播

和弘扬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致力于加强上海师范大学与各有关单位的交流与合

作,学习、研究、宣传和践行陶行知思想和精神。陶行知研究中心聘请校内外专家、陶研工

作者十余人为特聘研究员。2007年3月25日陶行知先生之子陶城(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受聘上海师范大学陶行知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陶研中心这支队伍不辱使命,专心探索,精心著述,主要研究成果和传播活动有:

1.在《生活教育》《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晓庄学院学报》《现代基础教育研究》《文汇报》

《当代教育周刊》等报刊发表《大学,有精神乃显气象》《以教育公平理念关注民工子女教

育———关于上海民工子女教育的现状与思考》《教育智慧的升华———陶行知的教育辩证法》

《陶行知:回归个体生命世界的中国教育探索者》《生命尊严的现代性启蒙》《晓庄师范与国

立师范学院:永远的旗帜》等三十余篇论文;

2.主编、参与主编、编著《陶行知词典》(上海百家出版社)、《上海民工子女教育状况蓝

皮书》(上海教育出版社)、《陶行知与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当代中国陶行知教育思想

实验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二十世纪陶行知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陶行知儿

童诗歌一百首》(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陶行知读本(小学生版)》(上海教育出版社)、《陶

行知读本(中学生版)》(上海教育出版社)、《陶行知名著大学生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陶行知读本(教师版)》(上海教育出版社)等;

3.主办《上海民工子女教育状况蓝皮书》《陶行知与上海》首发式暨新政下的民工子女

教育研讨会,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

4.开展上海民工子女教育状况大型调研活动(6个区县、16所中小学、5000余名师生和

家长)和民工子女学校教育教学(嘉定、宝山、闵行、崇明等区县)调查考察。

此外,陶研中心还与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上海陶行知纪念馆合

作举办学术活动和培训活动,如2006年10月29日举行“陶行知诞辰115周年暨逝世60周

年学术研讨会”,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出席并讲话,还与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张民选共

同为正在筹建的陶行知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共建)揭牌。陶行

知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活动暨学术研讨会同样令人难忘。每年一次的“行知杯”全国师生征

文大赛、第二至六次全国民工子女教育研讨会(第六次研讨会2013年6月在上海师大举

行)、上海民工子女学校教师培训班等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通过这些研究和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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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大陶行知研究中心学术影响力逐渐增大,各类活动的效应不断提升,吸引和培育了

一大批忠心耿耿的“陶子”,尤其推动了更多的青年学生逐渐走近,最终走进了陶行知。

为检阅陶行知研究中心和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八年来的研究及实践成果,推进我校

和上海地区学陶、研陶、践陶工作的持续发展,培养陶研新生力量,我们决定与上海市陶行

知研究协会合作编辑出版《陶行知在当代———陶行知教育思想探索研究文集》(简称“文

集”),主要收集汇编陶研中心研究人员、上陶会及其会员单位领导和教师的论文和其他

作品。

“文集”主要栏目有:论文;讲话、调研报告;序跋;文艺作品(书法、绘画、篆刻等)。兼容

并蓄,不拘一格,唯上乘之作是举。

感谢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为筹集出版资金所作的贡献。还要特别感谢上海弘德学

校董事长周树毅先生、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为出版费用慷慨解囊。

上海教育出版社责任编辑为此书的面世精心策划,辛勤劳作,我校教育学院博士生李

星作了不少文案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是为序。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副会长

上海师范大学陶行知研究中心主任

陆建非

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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