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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杜威(1ohn Dcwey1859— 1952冫

是现代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大师。他的实用

主义教育娌论∷方面适应了美国由自由资本

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需要:

另一方面又开启了现代教育的先河。特捌是

为了适应资本主义滴品经济的发展,杜威提

出的不少远见卓识的教育观点至今仍很有价

值。但是,长期以涞 ,我国教育界对:杜威的

教育思想研究是很不够的;评价也 是 不 高。

的。究其原因有诸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是

没有系统分析杜威教育思想的来源 j这祥,认

定杜威教育思想的特色,评价杜威教育思想

的社会功能必定模'栅和过低:我国玑在是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的崛起和活跃给

我国教育提出了各种问题。借鉴杜威教肓理

论有价值的思想,增强我国教育的适应力 ,

应该说是有益的。要做到这ˉ蔗,首先的工

作是弄清杜威教育理论的来源,这样才能正

确认识杜威教育理论的特色,分析出有价值

的思想。为此,我们就这方面的探索,求教

于前辈和同行。
‘-,来自欧洲传统哲学思想

美国民族是一个由欧洲血缘群转移到新

鹄搀理环境中展示出新邺鼬 、的民族,达种

民族特点决定了杜威教胄母姆*自欧淋 :吼 -

时, 杜威是将教育看作哲学思想的实 践过 .

程,因此,他的教育璨论必然打上欧洲传统

哲学的深刻烙 r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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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杜威教育思想站欧洲传统经验论

延续1发展、转化的结果:

欧洲传统经验论的特点是强调感克的第

-性和经验的可靠性。杜威受其影响,他的

实角圭义哲学从本质上看是强调经验的实用

性扮值和搡作意义:杜威用经验论的规点建

构教育琅
∷
论,∶ 中心概念也是Ⅱ

孥验∷。∷他认
为: “

教育就是经验的改造或改组:这种改

造或改组,既能增加经验的意义,又能提高后

来经验进程的能力。
”(赵祥麟.工承绪绅译 J

《杜威教育论若选》华东师大出坂社1981年版。以

下凡引自此书的,均不再注明出处)他解释 道 :

经验的改造或改组指经验意义的增强,指人

们对从事某△种活动的联系的连续性感觉或

知觉连续性的增加。比如,ˉ个儿童最初不

知遣火与烧手的联系,当他仲出手去触火,

被火烧痛扌:右扌这种经验后,他明白了火

能灼手的联系,、 原有的经验就被改组了,就

有了指导今后生活的ε毯力,能控制自己的手

再也不去触火了。        '
“
教育是经验的玟造”

是杜威教育思想

的出发点。什么是经验呢?杜威认为: “经

验包含一个主动的因素和一个被动的因紊,

这礴个因素以特有的形式结合着。,只有注意

、到这一点,才能了解经验的性质。在主动的

∷方面,经验就是尝试△ˉ
一这个意义,用实验这

个术语来表达就明显了ζ作者注:这里的经

验杵本
`、

亲身经历的体验 )。 在被动 的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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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经验就是经受结果。我们对事物的经验 ,

先是对事物采取行动,用 它有所作为,然后

我们遭受 或 经受结果 (作 者注:这里的经

验指人们利用原有知识作用萼物的客 观 效

果 )。
”

据此他强调: “
单纯的活动不枸成

经验。
”

只有通过'入 的
“
尝试

”
与作用于事

物后的客观效果相联系,才能表玩出经验的

意义。

杜威根据自己对经验的界定提出了经验

的种类。他认为一种是
“
尝试性

”
经驻,即

心理学家所谓尝试错误法的经验。 “
我们开

始做一件事,等到失败了,我们又做另一件

事,一直尝试下去,直到偶然碰上一件事成

功了⋯⋯。
”

这种经验是偶然的、缺乏联系

的。杜威看重的是另一种经验,即 “
反省的

经验
”

。他认为: “
在发现我们的活动和所

发生的结果之间的详细关联时,试验性的经

验所包含的思维就显露出来。随着经验的数

量增加⋯⋯经验的质量起了变化。
”

这种经

验具有重复性和相关性,它的一般过程的特

征是由困惑、推测预料、审慎调查、假设、行

动检验后果五个环节构成,人们通过这种有

顺序的思考,就可以使经验的意义不Ⅱ能力不

断增加,使经验不断改造。这样,杜 威 的
“经验

”
本质上是以思考为动力的、真有必

然性的经验。据此我们可oi明 晾杜或
“
经验

论
”

教育思想的两个特点,一 1黾 经驻Tt认
知过程,而是行动过程,表现了丿、的l:机体

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表现了教育活动中教与

学的矛盾过程,说明了学生经过能动的思考

主动地学习,并对教育进行改造的重要性。

二是经验的连续性,杜威反对字宙有一个最

终实体、本愿的看法,认为经验是物质与心

理,主观与客观无法分开的统一体,是任何

自然事件的复合Ⅱ这样,他仅仅强调经验的

活动过程,表现了rh原始的简单经验逐步向

更成熟、更复杂的经验麦琪,不断地曲低级

向高级,曲 偶然性向必然性的转化过程。起

】了



谐心灵的青年才能够被教育成有智慧的丿\,

进而成为政治家。杜威在总体上反对
“
天赋

能力
”,但在儿童的发展问题上,他却强调

“
天赋能力

”,认为: f教育不是外面的东

西强迫儿童或青年去吸收,须是使人类与生

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
”

。杜威赞同卢梭提出

的教育应当根据受教育者的天赋能力进行教

育的观点,并进而把天赋能力看成实施民主

教育的先决条件。他说: “
随着民主思想的

传播,以及对于各种社会问题和相应 的 觉

醒,入们渐渐觉得,不管所属阶级是什么,

人人都有权利要求一种他可以应付 自己的需

要的教育,而国家为其白身的利益,应当满

足供应这个要求。
”

要实现这一点,就要使
“
先天的能力和环境相互作用

”
。当然,杜

威与柏拉图在确定什么是人的天赋能力时是

有区别的。柏拉图认为天赋能力是灵 魂 的
“
善

”, “
对于能认识的主体给以认识能力

的,只能看成是
‘
善

’
这个理念。

‘
善

’
是知识

和真理的起因。
”(转引白《西方若名哲学家评

传》第547页 )杜威认为的天赋能力主要指儿

童与生俱来的讲故事、游戏、手工和观察这

四种要素和与之相适应的本能。但不 管 怎

样,承认天赋能力的存在,杜威是接受了柏

拉图观点的。杜威本人也承认, I柏 拉图教

育哲学的理想,在形式上与我们所讲的观点

很相似
”

。

另外,黑格尔的辩证发展理论,对杜威

也有影响。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性的 辩证

法,· 有人称为
“
泛逻辑主义

”
。杜威反对黑

格尔的
“
绝对精神

”,但 接受了
“
相互 作

用
”

和
“
由低向高

”
的发展观。具体 表 现

在:第一, 主张
“
使丿、丿、在生活过程 中学

习
”

。强调教育是一个过程,认为教育本身

的过程就是教育的目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

目的。人的教育过程是一个由低向高的不断

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区别儿

童阶段和成人阶段, “
常态的儿童和常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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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都在不断生长。他们的区别不是生长

不生长的区别,而是适合不同情况的不同生

长方式。关于专门应付特殊的科学和经济问

题的能力的发展,我们可以说,儿童应该向

成年方面发展。
”

同时杜威认为: “
一个入

离开学校后,教育不应该停止。
”

把教育看

作是伴随个体终身的事,指 明了教育与社会

发展过程的相应性。笫二,杜威广泛地论证

了经验中物质与心理,个体与环境, 知 与

行,教与学的相互作用。他认为人不是被动

地适应环境,人的主动行动 (尝试 )对于物

与事件也有反作用。杜威认为
“
行动处于观

念的核心
”

。因而强调从做中学 , 强 调 知

与行在相互作用中的统一,反对机械 的 割

裂。认为: “
盲目的任性的冲动⋯⋯毫无用

心,由∵事改行另一事,有了这种情况所做

的事情都是白做,不能因此获得什么经验。

这种行为不能逐渐构成有意义的经验 。 ”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邹思润译,商务m书
馆1949年版,第 163-164页 )杜威在 《从绝对主

义到实验主义 》一文中直率地承认了黑格尔

对他的影响。他说: “
黑格尔巾主观 和 客

观,物质与精神,神和人的综合,起着一种

巨大的解放作用。⋯⋯对于我有特殊的吸引

力。
” (乌利希《三千年的教育智慧》196β年版,

笫620-622页 )

总之,从杜威教育思想的内容和他本人

的承认来看,杜威教育思想来源于欧洲哲学

传统是有根据的。因此,我们研究杜威教育

思想特征时,既要研究他的主要特点,也要

研究他的其它方面,才能够比较全面系统的

进行评价;既看到杜威教育理论中的相互矛

盾,也看到杜威教育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主线

索,才可能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杜威的
i实

用主

义教育思想。

二、来自当时自然科学成就的启避

一般而言, 自然科学的成就及方法以它

精密性、能证实性强烈影响着社会科学。杜



威的教宵思想重实验、重操作:重视儿童技

能的培养的特色就来 自当时白然科学成就的

强烈影响。

首先,杜威的教育思想受到达尔文进化

论的强烈影响。

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影响了马克思、恩

格斯,成为马克思主义创立的自然科学基础

之一,同时也影响了当时和后世各个领域中

敢于批判旧传统的思想家。杜威曾高度评价

达尔文 《物种起源 》一书,认为它
“
标亩着

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纪元⋯⋯体现了一场

理智革命:” 这场革命的实质表现在: “
把

曾经认为是固定的和绝对的各种形式看作发

生着和消失着的东西时,就带来了一种思维

形式,这种思维形式最后必然改造了认识逻

辑,也就困而改造了对于道德、政治和宗教

的探讨。
”
杜威的这种评价必然影响到他用

进化沦思想建构 自己的教育理论 。杜 威 在

《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提出了
“
教育即生

长〃的教育观,认为
“
教育是社会生活延续

的工具
”

。他将教育的过程和作用与生物间

为了生存、延续表现出来的本能 活 动相 类

比,在 “
适者生存

”
原则影响下,强调学校

教育培荞适应社会发展的学生的作用。他认

为,学生接触的社会而很广,容易产生各种

各样的迷误和不适应,学校的作用在于
“
为

青少年提供一个同质的和平衡的环境。只右

这样,才能抵制同∵政治单位中各种团体并

列所产生的离心力量。
”

这样
“
进 步 的社

会,,+图塑造青年

^、

的经验,使他们不重演

流行的习惯,而是养成更好的习惯,使将来

的成人社会比现在进步。
”
杜威的这个思想

是很有价值的。学生不管从智力或体力上要

适应社会都有一个较长期的过程,这种适应

不是被社会的不良习惯同化,而是要塑造成

一代新人。这样,只能通过学校提供较之比

社会更具有行为确定性、习惯优 化 性 的 环

境,通过学生与学校环境相互作用,使学生

J1市不仅能适应亍仃甘且能改变环境的能力,才

可能在今盾的社会生活中促进社会进步。杜

威的j又种教育观实际~L就是达尔文认为生物

的外部特征不是 自身潜力的展开,不是外部

环境强制塑造的结果,而是在生物体与外部

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生物体 自身不 断 通
,

应、不断改变的进化论思想
·
在教育理论中的

具体化。

其次,杜威的教育思想还受到当时自然

科学实验方法的启迪。

杜威在 《我们怎样思维 》一书认为,入

类思维或训练学生应该具有的思维是
“
反省

的思维
”

。这种思维的特点是
“
清晰 、 连

贯、确定和和谐
”

。为了达到这种思维,他
提出了五个阶段的训练法:即暗示、问题、假

设、推理、验证。杜威认为科学的发现和发明,

都是按照这种方法来进行的,他称为
“
科学

方法
”

或
“
实验方法

”,学校教育从根本上

讲就是教导学生形成这种思维。他说: “
学

校所能做或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培养学生的

息维能力。
” “

思维也就是方法,也就是思

维的过程中明智的经验的方法。
”

这样,杜

威实际~L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规定了一个总的

方向,对学校教育的任务提出了以培养学生

思维能力为主的具体规划。

在教育过程中,学生怎样训练自己,达
≡ ⒈灵省思维

”
呢?杜威根据自然科学的实

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第一,学生要有

一个真实的经验的情境— —要有一个对活动

本身感到兴趣的连续性活动;第二,在这个

传境内部产生一个真实的问题,作为思维的

刺激物;第三,他要占有知识资料,从事必

要的观察,对付这个问题;第 凼,他必须负

责一步∵步地展开他所想出的解决问题的方

法;第五,他要有机会通过应用来检验他的

想法,使这些想法意义明确,并且让他自己

去发现它们是否有效。
”
杜威的这种设想是

杜威认识论
“
五步法

”
的拓展,是 向然科学

19



实验方法在教育理呛屮的∷狃、体化。l蛮样,杜

威就从学校教育与学生自身训练丙个方面,

从方法上,的统一上揭示了学校与学生的相互

作用。

三、莱白对当时美圃秕会溉实裔翳私精

神风貌的翠考       ,
杜威从事教育活动和撰写教育著作,大

致是他在 189碴年到芝加哥大学任哲学、心理

学和教育学系主任后开始的。】896年 他创设

了芝加哥实验学校,实践他的教育思想。这

期间,器 国正处在急剧发展资本主义时期。

1870年 ,英国在世界工业产量总额中占32%,

美国占23%;到了1990年 ,美 国达到了31%,

英国却下降为18%。 美囤的迅速崛起导致了

美国社舍的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在教育领域

内引起了大变革,杜威的教育思想就是这种

社会大变化的产物。笫一,杜威针对美国资

本主义急剧发展,迫切需要更多具有实用知

识和创造精神的丿
`才

的现实背景,尖锐地批

判了以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

育思想。他认为,传统教育在新形势下失败

了, 由于教科书是
“
学问和智慧的主 要代

表
”,教师是

“
传授知识和技能以及实施行

为准则的代理人
”,儿童的个性受到

“
残暴

的专制压帝l” ,旧教育是
“
片 面 的和狭隘

的,” 不能投合
“
我们的制造、做、创造、

:生产的冲动和倾向
”

。因此,杜威提出
“
进

步教育
″

的理论,强调以儿童为中心,认为

儿童应当从经验中学习,尊重儿童的个性与

自由,尊重他们积极性、主动性衣创造精神 ,

提倡白我首创自我指导下白tr宁 刁,把 “
行

动
”

作为教育过程主要的教育方法,为培养

出资本主义急剧发展所需灼

^才
呐喊。第二 ,

美国资本主义急剧发展时,丿、们普遍表现出

难于把握自己的困惑,又力图冲破这 种 困

惑,以把握住自己,适应这种社会变化的愿

望。杜威的教育恩想不仅反映了这种困惑并

且提出了解决这种困惑的途径。美国是从边

z0        
·

鼯农业社会经过
“
拓荒者

”
的努力,进入 白

出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
“
拓荒

”
运动的特点

是流动性大和不稳定感强,加上商品经济的

社会化过程加快,使少、感到一切都处于不断

变化之屮。杜戚在《经验与向然》一书中对这

种状况进行了深刻地描绘,他说:“存在的一

个特征⋯⋯就是不稳定性的险恶¨¨人发现

他自己是生在一个赌博的世界内;他们存在 ,

说得不好听,就是-个赌搏。这个世界是个冒

险的场所,它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可怕的

不稳定。它的危险性是不规则的,无 常的,

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季节就会发生⋯¨瘟疫、

饥饿、死亡、战争的失败随时随地都会碰上

的。
”(转引自《杜威赫尔巴特教育研究》,山东

教育出坂社1985年版,第 3一4页 )杜威承认美国
“
现实生活是如此复杂,以致儿童不可能同

它接触而不陷入迷乱;他不是被正在迸行的

那种活动的多样性所淹没,以致失去自已有

条不紊的反应能力,便是被各种不同的活动

所刺激,以致它的能力过早地被发动,致使

他的教育不适当地偏于一面或陷入解体。
’

但是,杜威在教育上并不是一个悲观 主 义

者,他不仅提出了学校创建现实生活单纯化

的环境,使学生学会遵守一定的社会秩序,达

到各种能力发挥的教育主张,调适学生适应

社会生活的能力,把握住自己;并且 坚 信
“
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 的 基 本 方

法
”,认为通过

“
从做中学

”
的实践教育途

径,使学生在学校中学到实际有用的知识 ,

锻炼各种能力,为他们今后适应复杂的社会

环境,应付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建立 规 范

性、稳定性的素质,从而不迷失方向。

杜威教育思想的重要现实来源是当时美

国民主主义精神。美国民主主义的精1神是历

史上多民族融合并协调一致行动的产物,它

不仅表现了美国民族重实际、重科学的精神

风貌,`并且也是美国资产阶级发展中与英国

等老牌资产阶级争夺霸杈的精神需要♀杜威



的教育思想充分 J过;反泱了这一时期夫因民族

的民主精神。杜威认为,教育上的民主概念

由两个因紊构成:一是承认经验意义 的 增

长,即承认个体 (包括社会 )的经验和经验

的丰富走属于每个个体 (或社会 )的 ,它是

社会共同和益的基础和前提,这样尊重个性

和个体的创造性,就是社舍共同利益实现的

保证。同时,社会应该提供个体利益共同方

面的i种类,使社会通过个体对社会共同利益

的认同达到社会的秩序和进步。杜威指出:

“
第一个要素表明,我们不仅要有数量更大

和种类更多的共同利益,雨且更加依赖于认

识共同利益乃是社会控制的因素。
”二是承

认教育能够增加指导或控制后来经验 的 能

力,通过教育,个体 (社会 )能预料将会发

生的事情,获得有益的结果,避免不良的结

果,这就与任性的、盲目的活动区别开来 ,

因而经验的不断调整与不断改造是能力发展

的重要途径。杜威认为: “
笫二个要 素。就

是,不仅在各社会团体之间要有更自由的相

互影响·
?·
⋯雨且要改变社会习惯,通过应仗

由于多方面的交往所产生的新形势'使社会

习惯不断地重新调整。
”

i‘艮据对民主均这样界定,杜减认为,儿

童生来便具有八
=各

种社会活动的冲动和倾

向,这些沣动礻r倾向扫庄了教育沟素材和条

件,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把潜鼓在儿童内部的

天赋资源
“
挖掘

”
出来并加以合理均利用。

儿童经验的形成、知识的积累和能力 的 发

展,主要在于儿童各种各样的活动,这些活动

自然地使立客体相互作用并产生效果。因此

只有儿董主体意识的参与和尊重儿童 的 个

性,才能完成教育过程。这种强调要培养儿童

的参与意识,强调教l盯要尊重儿童个
j浒

,是美

国民主精神在杜威教育恩想中的具体化。杜

威甚至认为
“
民主主义本身便是一个教育原

则
”, 1进 步教育∷的任务就是使教育民主

化。他说: 
“
我们将绮学校置作以什 么 方

针,使整个民}生活方式的革宙性和完接性

待到发展?这些问题的集体的合作n1研 究

是进步教育抱现在的突出的任务。
”
杜威还把

他的民主教育思想遮一步发挥到
“
职业教育

论
”

中,他 说: “
在对社会必要的和有用的

职业中,并无内在的东西把它们分为
‘
学 术

的
’
专业一类和低级的、卑 贱 的、 不 自 由

的职业一类⋯⋯这种区分是对民革主义的否

定。
”

他认为,职业是平等的,^.们选择职

业应该是自由的,因此他对职业的看法是 :

“
唯一能使个人特异才能和他的社会服务取

得平衡的事情。
”

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杜感

要求选择恰当的教材和教法以及提供充足的

设各,满足学生在能力上的全面培养和在职

业上的全面选择,俐如,有关现在情况的历

史背景的教授 (如历史、地理学科 ),使学

生善于观今鉴古;进行科学训练,以培荞学

生的智慧和创造力,使学生长于处理生产的

材料和机构;通过经济学、政治学、公民学

的学习,使学生接触今天所要解决的许多社

会问题和所提出的各种改进方法。最重要的

是培养出具有广泛适应实际生活能力的人,

使他们兴趣和职业一致,选择和社会服务一

致。这样,杜威强调教育能够提供在尊重个

人兴趣基础上的各种职业学习 和 选 择 变

换,从而实现个
'丿

、△1多方面的自由发展,'表

达了个
`能

力平等、 }习平等和职业选 择

平等的民主思想。这丁思想是极为宝贵的,

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思路。

总之,弄清杜威教育思想的来源,既能

为我们研究杜威教育思想提供历史的前提,

也能为我们正确地评价,有选择地消化、吸

收杜威教育思想提供理论的前提。今天,正

确地评价杜威的教育嫒论,结合我国实际有

选择地消化、吸收,是探索和建设我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教育理论的一顼亟待进行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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