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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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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杜威的教育思想是适应 19 世纪末美国社会大变革需要而产生的，它对传统教育思想进行

了全面批判与革新。当前我国社会同样处于全面的转型时期，时代特征和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而对此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念、体制却远不能满足。因此，积极借鉴杜威教育思想

中的肯定成果，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改革新思路，对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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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wey's Education Thought and Its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BIAN Li-yun 

（Dean’s Office, Tianj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The Dewey's education thought was born in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changes in the 19th century in America, which 
made a comprehensive critique and innovation to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ideas. At present, the society in China is in the same 
comprehensive transition period, and the t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advanced new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but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ideas and mechanisms can’t satisfy the above requirements. 
Therefore, it’s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realizing th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o take the positive achievements of 
Dewey’s education thought actively for more references and to explore the new methods of education reform adapting 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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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教育制度进行了

一系列改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源源不断地

输送了大量人才，然而，“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

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可见，与世界先进教育

相比，与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相比，我国的教

育在总体上还存在着不少差距和问题。特别是随

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改革的深入，教育不适

应经济建设发展需要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此形

势下，党和国家从战略高度把“科教兴国”确定

为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而要真正付诸实施，就

必须切实对我国当前的教育观念和体制实施全面

改革。那么，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和体制存在着哪

些弊端呢？西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优秀成果中有

哪些可以为我们所借鉴？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哲

学家和教育学家杜威所开创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及我国教育现状的分析进行探讨。 

1  杜威教育思想与我国教育现状的反思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

原理之一。纵观当前我国的形势，与19 世纪末美

国社会大变革的背景相似，也对学校的教育提出

了相似的变革要求。而传统教育理念、体制上存

在的弊端决定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些重

要观点对当今中国教育反思不足、深化改革、加

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借鉴意

义。联系当前中国教育现状，本文试从以下三个

方面进行分析。 
1.1  “教育即生活”与“学校即社会” 

针对美国当时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严重脱离

的封闭和僵化状况，早在1897 年发表的《我的教

育信条》中，杜威就明确提出了关于教育本质的

基本观点。 
一是“教育即生活”。杜威强调说：“生活

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

“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所以我们可以说，教育

即生活。”[1]在他看来，教育过程是一个社会经

验不断改组、不断改造和不断转化的过程，在它

自身以外无目的。教育就是儿童现在生活的过程，

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因此，教育应该给儿童

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 
二是“学校即社会”。杜威强调说，学校应

该“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以反映大社会生活的

各种类型的作业进行活动……”[2]在他看来，教

育既然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那么，学校就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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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学校应该把现实的社会生活

简化起来，缩小到一个雏形的状态。学校必须呈

现儿童现在的社会生活。 
按照杜威的意见，现代教育中许多方面的失

败正是由于忘记了“学校即社会”这个基本观点

而产生的。他认为，为了做到“学校即社会”，

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具有社会生

活的全部含义，校内学习应与校外学习连接起来，

两者之间能有自由的相互影响。在杜威实用主义

教育思想体系中，“教育即生活”与“学校即社

会”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因为“只有当学校本身

是一个小规模的合作化社会的时候，教育才能使

儿童为将来的社会生活做准备” [3]。 
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目前教育

发达国家中小学无论教材还是教学方法，都重视

从小培养学生熟悉社会、适应社会、在社会中独

立生活的能力。而反观国内，令人遗憾的是，我

国目前的学校教育，无论内容，还是方法，都与

社会现实存在很大的脱节。学校所开设的课程不

能跟上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有些课程和教

材甚至十几年不变。而社会上所需要的一些新的

知识能力，学校却不能及时在教学中给予满足，

学生走上社会后往往要花很长时间来重新学习和

适应。在道德教育上，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学生

所接受的大多是书本上整理好的抽象的道德知识

和规范，许多既远远落后于时代和生活的变化，

又缺乏对学生道德生活实践的有力支撑和内化，

因而，当学生一旦真正踏入社会生活，马上就会

体验到学校道德理论与现实明显的反差和冲突。

这种反差和冲突不仅严重削弱了学校教育的功

效，甚至会事与愿违，使一部分学生产生逆反心

理。要解决这一矛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道德

知识传授和道德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既要向学生

们灌输纯洁高尚的道德知识，又要引导他们在参

与社会生活中辨清美丑，崇善抑恶，接受道德现

实锤炼，在实践的基础上将道德要求内化为自己

自觉的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 
1.2  “从做中学” 

从批判传统的学校教育出发，杜威提出了“从做

中学”的教育基本原则。他认为，在传统学校的教室

里，一切都是有利于“静听”的，儿童很少有活动的

机会和地方，这样必然会阻碍儿童的自然发展。因此，

在学校里，教学过程应该就是“做”的过程，教学应

该从儿童的现在生活经验出发，儿童应该从自身的活

动中进行学习。杜威强调说：“人们最初的知识和最

牢固地保持的知识，是关于怎样做的知识……应该认

识到，自然的发展进程总是从包含着从做中学的那些

情境开始。” 
杜威的“从做中学”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是

“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在一定程度

上，它强调了实践对于学习的重要性。知识本来

源自实践，而能力的培养更离不开实践锻炼。对

于缺少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实践感性经验的儿童

来说，纯粹的理论知识是神秘而抽象的。如果只

采取课堂灌输的教法和死记硬背的学法，显然很

难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因此，有效的教学方法

应是还原抽象理论知识于实践，使学生在亲身

“做”的过程中具体生动地理解、掌握和创新知

识。当然，在“做”的过程中，教师必须进行必

要的、科学的指导。 
目前，我国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大量

存在着脱离应用、脱离实践、忽视能力培养的弊

端：教学的目的只是为了学生考高分和教师的攀

比评级；教学内容上，教师只会死抠课本，能创

造性地理论联系实践的很少；教学方法上，则采

用填鸭式的“满堂灌”和死记硬背，学生参与的

积极性、自主性被扼杀，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更无从谈起。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体

系陈旧，实践能力薄弱，创新精神缺乏，千人一

面，毫无个性，怎么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

知识经济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呢？“解放

学生于课堂，还学生完整的世界”在当今的中国

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教育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现

实问题。当然，责任并不只在学校，家长对子女

的培养只关心分数高低，而忽视能力大小，子女

参加“吃苦夏令营”时，家长普遍在“苦”上弄

虚作假；社会在择人用人上往往只看重高分、高

学历，而忽略其它方面，无形中也诱导了对人才

培育的错误取向。教育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因

此，要改变“重分轻能”的教育观念，还需要全

社会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1.3  关于思维与教学 

杜威十分强调学校的教学应该能唤起儿童的

“思维”，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思维习惯和能力。

他认为，对于学校来说，它能做的或需要做的，

就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优良的思维习惯。在

教学方法上，充分尊重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的内

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摒弃那种把学生看成是只能

对信号或刺激做出某种反应的消极客体的方法，

强调要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能自己发现或领

会所学的东西。按照杜威的意见，思维就是明智

的学习方法，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明智的经验方法。

他说：“所谓思维或反省，就是识别我们所尝试

的事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没有某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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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因素，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经验。”[3]儿童

只有处于直接的经验的情境，亲身考虑问题的种

种条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称为真正的

思维。因此，学校应该提供可以引起思维的经验

的情境。 
这里还有一个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位置关系问

题。对此，杜威既强调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同

时也不应放弃教师应承担的指导责任，即教育过

程是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的过程，也是学生和教

师真正合作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过于树立教

师的权威地位，忽视学生的积极参与，那么学生

就会倾向于迷信教师，从而放弃了自己思考的机

会。另一方面，承认学生的独立性并不等于对学

生放任自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尽指导的

责任。针对此，杜威还提出了著名的“教学五步”法。 
我国传统教育的最大缺憾就是只注重知识传

授，而忽视对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过于强

调教师的权威和主导作用，而不重视和鼓励学生

积极性、自主性的发挥；强调课程中心、课堂中

心和以学科教材为中心的封闭的教育活动。这样

下来，学生的独立个性被抹杀，思维创造力被埋

没，只会死记硬背书本上和教师课堂上讲授的东

西，学到最后，大家全成了“高分低能”的“书

呆子”。究其根源，还是我国教育体制上的“一

考定终身”和应试教育机制使然。我国人口众多，

教育需求旺盛，而经济实力和教育资源有限，因

而，有限的教育资源只能择优分配。在现实中，

择优往往演化为易操作衡量的“择分”。那么，

要想在这场国家组织的考试中取得高分，就不能

不服从国家组织的教学安排，就不能不采取“死

记硬背”和“题海”战术。在这种教育体制下，

难怪推行素质教育改革会遇到这么大的压力，而

且大都是学生家长最为反对。素质教育当然要注

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但是我们的

考试却并不是有了素质就一定能通得过或取得高

分的。这实在是当前我国教育无奈的悖论。只要

“以分取人”的应试教育机制不彻底改革，那么

素质教育就只能是一句口号。 

2  我国未来教育变革的导向和途径 

面对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当前世界各

国都在探索和实践适应时代要求的教育改革，以

此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在此

背景下，我国教育的现状决定了我国教育改革具

有更强的紧迫性。因此，我国教育在顺应这一大

趋势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借鉴国外先进教育思想

和实践经验，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改革和发

展路子。对此，邓小平同志早就高瞻远瞩地提出

了教育发展“三个面向”的指针[4]。江泽民同志

也曾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象牙塔”式的教育不

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要与社会实践

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使青少年在德、智、

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胡锦涛同志在今年召开

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推

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

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

战略主题，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

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

题的实践能力，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推行全面的教

育教学改革，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构建新的人

才培养模式，采取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实施新

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2.1  让学生经验完整的世界 

教育即生活。总结心理学有关人的才能和性

格品质形成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

除必要的智力背景外，造成人们性格和能力品质

分化的基本原因是经验。因此，如果没有经验的

支持，学习到的任何知识，在社会实践面前都不

能摆脱纸上谈兵的命运。没有人怀疑，知识与能

力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对应性。从心理学角度说，

经验过的世界，人们才可能建立真正的自我把握

感和自我胜任感。有自我把握感和自我胜任感的

支持，才会在情景适当时显示出才能。经验的作

用是不可替代的。儿童对真实世界的经验越广泛，

关于生活的概念越完整，适应生活也就越容易。

这样，学校不仅需要提供知识，更需要提供广泛

的经验世界的可能性。经验也是学习，而且是更

好的学习。一个家庭，一所学校，一个社会，如

果不能为儿童提供广泛接触社会和经验生活的机

会，它就不可能真正成为有利于教育的积极教育背景。 
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儿童目前在家

庭、学校和社会上所获得的经验无论从范围、深

度和性质上讲，都与时代的要求相差甚远，相应

地，其社会适应能力也十分堪忧。这已经引起了

社会有识之士的深切关注。如果学校和家庭仍然

无视社会的变化和现实的要求，仅仅满足于营造

一个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学校“乌托邦”世界，

那么是很难培养出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的。 
2.2  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创新能力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衡量一个人素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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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标准不再是他占有知识的多少，而是他的创

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强弱。“创新是一个民族进

步的灵魂。”因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能力

应成为新世纪学校所有教育活动的一种基本目

标，这也是素质教育的灵魂。传统教育往往不是

去发现、挖掘和培养学生别具一格的创新思维，

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制造同一种思维模式下的思维

统一，习惯于让学生去寻求唯一正确的答案，而

不是寻求可能存在的多种答案的可能性。创新教

育则是在加强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教育的同时，

强调和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提高的

教育。创新教育的目标是创造适应儿童发展的教

育，而不是去选拔和培养适应教育的儿童。这种

教育必须具有针对性、层次性，不是拔苗助长、

越俎代庖，而是尊重学生特有的观察思考和感觉

的特殊性，注意学生心理发展的阶段性，循序渐

进，不在学生身心尚未充分发展时过早地给他们

今后日益能够发现的东西。为此，学校和家庭要

营造良好氛围，不对学生施加过多的压力，不要

互相攀比，更不搞一刀切的形式主义统一要求。 
2.3  从习惯养成培养自律的优秀性格品质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标准和规范没有应

有的制约性，而有做事打折扣的倾向，使得儿童

在早期相对缺乏养成良好习惯的环境。事实上，

无论在家庭教育实践中，还是在学校教育体系里，

良好习惯的养成都是中国教育的一个显著弱点。

对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是否重视，是中西教育思

想和实践的一个显著差异。在教育发达国家，家

长或教师往往注重引导儿童亲身参与社会生活，

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和动手实践培养其良好的思维

和行为习惯。而中国的家庭和学校，却往往强调

让儿童熟记很多规则和标准，并通过严格的奖罚

保证其行为中规中矩。由于这些规则和标准不是

通过社会生活的锻炼内化而形成其自觉的行为习

惯，往往是迫于压力，因而难免具有很大的情境

性，很难经受往实践的检验。这样下来，对儿童

优秀素质品质的培养也被“应试化”而削弱了。 
经典心理学理论与当代心理学理论和实验研

究都表明，作为行为的自动化组织体系的习惯，

高度决定着人的行为倾向和基本模式。习惯不仅

影响一个人的行为风格，而且直接影响一个人的

思维倾向，与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由自律机制引导

密切关联。人们普遍缺乏自律道德的一个深层原

因，恰恰是没有形成应有的行为习惯体系。没有

习惯自相一致的内在引导，人的行为自然就很难

做到自律。因此，每一位家长和教师，都需要认

识良好习惯养成与性格发展及成才的关系，引导

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使其在社会交往和亲身

“做”中接受潜移默化的教育，养成良好的个人

行为习惯。 
2.4  广泛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

能力的多样化高素质人才，提高教师素质是关键。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教师是儿童生活中不可替

代的“重要他人”，对儿童的心理发展，特别是性

格发展有着长期、深远的影响。教师是儿童社会化

的执行者，教育文化经由他们转变为人口素质的要

素。因此，教师的素质高度影响一个社会的人口素

质状况和一个人群的性格状况。邓小平同志曾指

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

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

化的劳动者，关键是教师。”[4] 
在美国，无论是幼儿教师、中小学教师，还

是大学教师，都很关注教育研究的各种新成果，

他们把这些新教育观念、教学方法直接运用到自

己的教学实践之中，因而，每个普通的美国教师

都有着整套的教学思想、明确的教学目标、灵活

多变的教学方法。而在中国，由于经济的、历史

的和来自工作本身的许多因素，使得教师，特别

是中小学教师无论在思想上、知识体系上，还是

在生活实践上，都成为一个相对保守、与社会发

展主导方向脱离的群体。而一个脱离社会主流的

群体，是否会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结论应当是

不言自明的。因此，要想真正迅速提高我国教育

的水平，除需要有指向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的家长

学校工程外，更需要务实地培养一大批适应现代

社会发展，具有现代化教育理念、技能和创新精神的

高素质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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