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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杜威的经验课程论中“经验”内涵
◆王 健

(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杜威的课程论是以其经验论为理论基础，改造了传统的认识论，在批判传统教育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构建了他的经验课程
体系。通过对杜威著作中观点的分析，谈了杜威对经验的内涵和外延所作的深刻的改变。

杜威 课程论 经验 内涵 外延

杜威的教育理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体系，其中他对课程和教材的见

解，很久以来，人们总是感到不是很明确。我们认为，杜威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半个多世纪的教育活动中，他对课程与教材的看法是有一个发

展过程的。

这个过程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

期，这个时期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早期，他主张在学校里“活动作业”应该

占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在《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之中体现，《杜威学

校》一书中也提到过。第二个阶段，是 20 世纪初至 20 年代末，这个时期是

他从事教育工作的中期，他对课程与教材的看法从主张以“活动作业”为中

心改变为“活动作业”与“分科教学”并举，这种观点体现在《民本主义与教

育》之中。第三个阶段，是从 30 年代一直到他于 1952 年去世，这个时期从

整体上看，虽然他还坚持原来的主张，但是这时他已比较着重向青年一代

传授自然科学的知识了，特别是对专业人员的培训，他认为通过各门课程

来进行分科教学应占个主导地位，这种观点体现在《人的问题》之中。

众所周知，对于课程与教学论而言，两个恒久的基本问题是“教学什

么”和“如何教学”，涉及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根本问题。夸美纽斯的

《大教学论》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主要解决的是“如何教学”的问题，其教学

观是包含了“‘课程’的‘大’教学观，他的教学论是包含了课程论的‘大’教

学论”。经过 200 多年的发展，到了 19 世纪中期，“教学什么”成了实施教

学之前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这个问题作

了有力的回答。杜威的《儿童 与 课 程》( 1902 ) 以 及《民 主 主 义 与 教 育》
( 1916) 对课程与教学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考察。杜威认为，方法从属于

教材，方法是为了某种目的运用某种材料的一种有效途径，教材与方法应

加以统一。“经验作为洞察所尝试的事情和所承受的结果之间的联系，这

是一个过程，撇开控制这个过程所作的努力，教材和方法并无区别。只有

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包括两个方面: 个人所做的事和环境所做的事。”他的

经验课程思想把教学方法与教材当作一个整体，从课程的角度开始讨论教

学的问题，实现了从教学到课程的转移。
“经验”一词，是杜威教育理论尤其是其课程理论中的关键词。国内许

多课程研究者对杜威经验概念的理解有误，往往将之视为间接经验，视为

一种只与人的认识相关的事情，将经验的过程视为被动的认识的过程。这

种理解并没有将杜威的经验概念与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经验概念区分开

来，没有看到杜威对经验的内涵和外延所作的深刻的改变。

杜威的“经验”既不同于古代的“经验”，也不同于近代的“经验”。他

对传统的“经验”概念作了改造，赋予它以新的含义。

一、克服了经验与理性的对立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经验作为一个与理性，与知识对立的概念而受

到轻视。理性主义认为，“关于经验，有某些在道德上危险的东西。例如，

肉欲的、好色的、物质的和世俗的兴趣类词语所暗示的意义。”他们认为，经

验是未知的变化的，是不可信赖的。杜威对传统的理性持否定的态度，他

认为经验不再是感官被动获得的一些散乱的感觉印象，而是机体与和环境

相互作用的过程，“经验成首先是做( doing) 的事情”。经验在它自身里面

含有结合和组织的原理，而无须一个外在的所谓理性来提供这种原理。在

杜威看来，理性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智慧”，一种使经验更富

有成效的“智慧”。因此，这种理性是一种新理性。这种新的理性与新的经

验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经验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运用智慧的过程。

二、拓宽了经验的外延

西方近代哲学往往视经验是认识的一个阶段，将经验与感性认识相联

系。经验论遂成为一种感觉论，一种认识理论。杜威认为，新的经验概念

使近代认识论关于各种问题的讨论失去意义，知识依然很重要，但现在首

要的事实和基本的范畴是“在利用环境以求适应的过程里所起的有机体与

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知识是从属于这个相互作用的适应过程的，知识的来

源问题更是第二重要的问题。知识不再是孤立、自足的东西，感觉也失去

其作为知识门户的地位，而成为行为的刺激。杜威是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

认识与知识的问题的。经验不再是像旧认识论那样被视为感觉作用和感

性认识，而是一种行为、行动，它当然含有知的因素，但在此之外，喜怒哀

乐、酸甜苦辣等因素也是经验的构成部分。经验不再仅仅是与认识有关的

事情，认识的、情感的、意志的等理性非理性的因素皆涵盖在内。在教育

上，学生“从做中学”“从经验中学”就不仅仅是学知识，经验成为儿童各方

面发展和生长的载体。“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中的“经验的改造”也就不只

是知识的几类，而是构成人的身心的各种因素的全面改造、全面发展、全面

生长。因此，在讨论杜威教育理论时，只把经验同知识和认识联系起来是

远远不够的，在探索经验与课程、教材的关系时尤应注意这一点。

三、杜威强调了经验中人的主动性

感觉主义经验论把经验看作一个被动的认识过程，洛克的“白板说”是

典型的例证。杜威则认为，经验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不单是有机体受着环

境塑造，还存在着有机体对环境的主动的改造。他认为忽视经验的根深蒂

固的和运动的因素，是传统的经验哲学的致命缺点。杜威指出，始于近代

的直观教学法和实物教学法是以感觉主义的经验论为理论基础的，在实践

中，“‘直观教学’往往把感觉活动孤立起来，把它作为目的本身。实物愈孤

立，感觉的性质也愈孤立，感觉印象作为知识的单位也愈清楚。正因为近

代经验主义具有被动性、片面性、孤立性、机械性，杜威认为尽管它对学校

的课程和教育方法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经验主义“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

意的学习过程的哲学”。因此，需建立一种新的经验主义哲学作为教育的

基础。

杜威对经验的改造，实际上反映了他在哲学上克服行为与认识、经验

与理性、客观与主观、情感与理智等二元对立的努力。明确这一点，对于深

刻理解他的课程论与教学方法论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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