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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孙 士 杰

杜威是美国 9 1世纪末至 2 0世纪初期最知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

心理学家
、

教育家
.

是西方现代教

育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
.

他创建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领导的进步教育运动给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

教育以致命的批判
,

使 20 世纪的西方教育史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

尽管杜威的教育思想存在有极端
、

片而

之处
,

但它对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改革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

杜威是一个机能主义心理学家
,

他认为心理话动的实质在于有机体采用一定的行动适应环境并满足

白己的需要
.

这种
`

适应
’

是一种诸如情绪
、

习役
、

冲动等的本能活动
,

这种本能在人出生时处于一种未

成熟状态
,

蕴含着极大的生长
、

发展的可能性
.

教育的任务就是按照儿童生长的不同阶段供给适当的材

料
,

促进本能的表现与发展
.

可见
“

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或青年去吸收
.

而是须要使人类
`

与

生俱来
’

的能力得以生长
。 ’

①

杜威据此对传统教育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判
.

他在 《学校与社会》 一文中分析批判了传统教育忽视

儿童本能的弊病
.

明确提出教育要以儿童为中心
.

他说 : `

为了说清楚旧教育的几个主要特点
,

我或许要

说得夸张些 : 消极地对待儿童
,

机械地使儿童集合在一起
,

课程和教法的划一 概括地说
,

学校的重心

是在儿童之外
,

在教师
,

在教科书以及其他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
,

唯独不在儿童 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

之中
. ”
一现在

.

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
.

这是一种变改
,

这是一种革命
,

这是和哥自

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
.

这里
,

儿童变成了太阳
.

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

着他们转动
,

儿童是中心
.

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
. ’

②

杜威认为在新教育中
,

每种课程
、

梅一科 日都应以儿童为起点
,

儿童是
`

中心
,

而且是日的
。

儿童的

发展
,

儿童的成长
,

就是理想所在
.

只有儿童提供了标准
,

对于儿童生长来说
,

一切科日只是处于从属

的地位
.

它们是工具
.

它们以服务于生长的各种需要衡量其价值
.

个性
、

性格比教材更为重要
.

不是知

识和传闻的知识
,

而自我实现才是目标
. ’

③

杜威认为以
`

儿童为中心
’

并不是把教师置于次要的地位
,

教师仍然起着主导作用
,

只是教师起主导

作用的方式变了
.

他在 《思维与科学》 一书中写道: “

教师在旧式教学里是独裁之王
,

在新式教学里是无

用之物
.

但在事实上
,

他应该是一个社会集团 (儿童与青年的学问的集团 ) 的领导者
.

他的领导
,

不以

地位
,

而以他的渊博知识和成熟的经验
.

若说儿童享有白山以后
,

教师便应逊位而退处无权
,

那是愚笨

的话
. ’

④他又说: `

为了减轻教师的领导和贵任
,

有些学校里
,

不让教师决定儿童的工作
,

或安抓随当的

情凌
,

以为这是独断的强制
.

……不山教师决定
,

而由儿童决定
,

等于让偶然的事情
、

偶然的接触来决

定
. “

·

…你不让教师来决定
,

不过以儿童的偶然的接触
,

代替了教师摺慧的计划而已
.

教师有权为教

师
,

正是囚为他最懂得儿童的需要和可能
,

从而能够计划他们的工作
. ’

⑥

我们不同惫杜威把心理实质完全看成是木能的活动
,

因为他否定心理实质的社会性
.

但是
,

杜威从

本能心理学出发
,

高度评价儿童发展的潜在可能性
,

要求教育要给儿童的
.

本能生长
’

提供条件以促进其

发展
.

这种观点则有着积极的意义
.

我们认为
,

一个人的成长与他所处环境
、

所受教育以及他的先天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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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主观能动性分不开
.

一个人的天赋是一定的
.

所处环境所受教育以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一个人天

赋才能的展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所以
,

我们教育要为儿童天赋才能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刺激
,

以促进每

个儿童在特定的天资基础上得到充分发展
.

在今天我国的学校教育中由于传统教学思想的局限仍然存在

着不重视
.

甚至压制儿童的天赋本能
、

不重视儿童的主体作用
,

把儿童当成被动的知识的容器等偏见
.

认为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理想任愈地塑造下一代
,

这是一种不民主的无儿童的教育观
.

这种教育观杜威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给予了尖锐的批判
,

杜威认为这种教育观是从上面或外面对儿童施行强迫教育
,

而

无视儿童内部的本能和倾向
.

使教育完全成为一种
“

外在的压力 : 所以杜威号召要把教育的中心转移到

J L童身上
.

教育的一切措施都要围绕儿童来实施
.

这些教育改革的主张对今天的我国教育改革仍然有一

定的借鉴愈义
.

今天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
, “

发展
, “

变化
,

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

要想使儿童成为时

代的主宰者
,

必须发挥儿童的积极主动性
.

杜威从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出发
,

认为形成人类社会的基木原因是带有人类原始本性的结合
,

他说 :

.

个人与结合或社会的天系有如字
一

母与字句
.

字母拼合成字句
,

个人连合成社会
. ’

⑥教育对发展人性
、

启

发钾慧有非常巨大的作用
.

所以
.

杜威认为
,

教育对改进社会具有决定性的愈义
.

杜威还据此反对马克

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

这鲜明地反映了杜威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
.

杜威又认为人性的发展
、

钾慧的激发离不开生活过程
.

他说 : `

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
.

所以我们可以

说 : 教育即是生活
. ’

⑦杜威坚持学校与眼前生活的联系
,

主张教育即是生活本身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

备
.

他认为
,

如果使教育为儿童未来生活作准备
,

那就必然要教给儿童成人的经验
、

责任和权利
,

而忽

视了儿童服前的生活和儿童的日常经验
.

怎样才能使教育与习山亩生活和日常经验联系起来呢 ? 杜威明确提出应该把学校改造成为
`

一个小型的

社会
,

一个雏形的社会
. ’ `

在那里
,

儿童通过直接生活进行学习
,

而不只是学习课文的地方
. 。

⑧杜威认

为 : `

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在经历扑一个彻底的和根本的变化
.

如果我们的教育对于生活必须具有任何念义

的话
,

那么它就必须经历一个相应的完全的变革
.

……这个变革已经在进行
,

这些变化
`

愈味着使将每个

学校都成为一种雏形的社会生话
,

以反映大社会生活的各种类型的作业进行活动
,

并充满着艺术
、

历史

和科学的精神
.

当学校能在这样一个小社会里引导和训练每个儿童成为社会的成员
.

用服务的精神熏陶

他
,

并授予有效的自我指导的工具
.

我们将有一个有价位的
、

可爱的
、

和谐的大社会的最深切而最好的

保证
。 .

⑨

杜威主张
`

学校即社会
’

有其政治目的
.

即在雏形的社会一一学校里培养资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
,

这

是我们应该批判的
.

但是杜威主张加强学校与生活的联系
.

反对传统教育只重系统知识和成人经验而不

重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

学校与生话的联系则是有积极意义的
.

杜威认为
,

由于民主和现代工业的出

现
,

世界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
,

我们不可能明确地预言 20 年后的文化是什么样子
,

所以我们不可能让儿

童去适应某种定型的状况
.

只有加强学校与社会
、

学校与生活的联系
.

把学校办成雏形的社会
,

才能培

养儿童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

我们认为
,

杜威的
`

学校即社会
. 、 “

教育即生活
,

的理论不仅对当时教育改革有积极意义
,

而且对今天

的教育改革有借鉴愈义
.

我国目前的大多数学校仍然只强调系统知识和基本技能而忽视与现实生活的联

系
,

脱离现实的社会需要
.

致使学校培养的人不了解社会
、

脱离社会
、

不能适应社会
,

现在在各级各类

学校中广泛进行的国情教育
、

在大中学生中开展的假期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社会
、

更好地

适应社会
.

我们认为
,

学校教育有它 自己的特点
.

不能脱离基础知识的传授
、

基本技能的训练而把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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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成小型社会
,

但是如何加强学校与生活的联系
,

使学生从小就开始认识社会组织
、

社会关系
、

社会

规范
,

则是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

杜威不但强调教育教学要联系儿童的日常生活经验
,

更注意丰富儿童的口常经验
.

杜威认为
,

随着

社会的进步
,

口常生活的教育价位「!益减少
.

他说
,

现在 (指 20 吐纪初 ) 儿童生括在一个制造物品的吐

界
,

儿童在看见服装前就没有看见过布
,

来到饭桌前就没有看见过粮食
.

只按一下电钮就可以开灯照

明
.

而一个世纪前 (即 18 世纪
、

19 世纪 ) 乡村儿童的「l常经历是很丰富的
,

他们看到 自己的邻居从剪

羊毛到操作织布机织布的全过程
.

而房间照明则是从饲养牲畜
、

炼油
、

用灯芯插蜡烛等一系列辛苦的劳

动而来的
.

因而他们平常的生活具有较大的教育价位 : `

无论在钾识方面和道德方面都比今天儿童的情况

好
.

在分担家务工作上
.

他建立起自觉的思想和品质
.

每 fI 的工作可以引起的丰富的学习动机
,

而现在

明显地不存在了
. ’

0 所以杜威强调
,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
、

教育环境的改变
,

传统的学校也应加以改

造
,

改造成生活的学校
.

我们认为
,

杜威这种根据社会生话情境的变化
,

学校也要做相应改造的思想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教育

改革思想
.

我们知道
,

每一个社会领域的变革都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扣应的
,

社会基础的变化也要求有

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与之扣适应
.

由于教育所处环境的变化
,

往 日的那种睁听的课堂教学形式就需要

发生改变
.

我们今天正处于飞速发展的时代
,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城市中早已不复存在
,

在农村中正

在迅速解体
,

儿童的生活环垅正发生若急剧变化
,

日常生活的教育价位正 n 益减少
.

怎样弥补 口益减少

的日常生活的教育价位
、

丰富儿童的 fl 常生活经验正是我们今天教育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

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
. “

经验
,

是实用主义析学的中心概念
.

杜威认为
`

经验
’

是现实世界的

基础
,

他宣称自己的析学既可叫做
“

经验的自然主义
口 .

又可叫做
“

自然主义的经验论
, .

他认为
“

经验表现

为认识自然
、

深人自然奥秘的方法
,

并且是唯一的方法
。 ’

0 杜威还指出 : `

经验包含主动与被动两个要素

“
一在主动方面

,

经验是尝试
· ·

一在被动方而
,

经验是承受所成的结果
。 ’

并且认为
,

主动与被动这两种

因素
`

愈有关联
,

就愈有效果
.

或愈有价位
. ’

0 杜威认为
,

经验是有机体与环垅相互作用的结果
.

所谓相

互作用
,

是说有机体不仅被动地适应环境
,

而且对环境起着作用
.

其结果是环境中所造成的变化又反过

来对有机体及其活动起反作用
. “

行动与遭遇的这种密切联系
,

就形成了我们的所谓经验
。 ’

杜威在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基础上
,

极端强调操作
、

行动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

认为观念
、

知

识
、

经验是在操作中
、

在行动中
、

在新的探究过程中获得的
.

杜威把教学过程完全看成是
.

做
,

和
`

行动
’

的过程
.

他认为在教学过程中
,

不是教给儿童既有的科学知识
,

而是让儿童在话动中自己取得经验
,

用

杜威自己的话说即 : `

教育就是经验的改造和改组
.

这种改造和改组
,

既能增加经验的意义
.

又能提高后

来经验进程的能力二 0

杜威力图用
`

做中学
’

的方法论改造传统教育
,

认为传统教学是以前人知识
、

课堂讲授和教师作用为

中心的
,

它完全不考虑真正的中心 : 儿童木身的社会话动
.

他指出 : .

教育最根木的基础在于儿童活动的

能力
. ’ `

使儿童认识到他的社会遗产的唯一方法是使他去实践
, .

。 在 《民木主义与教育》 一书中更直截了

当地指出: `

人们最初的知识
,

最能永久令人不忘的知识是关于
`

怎样做
’

( H
o w ot d o) 的知识

, ,

为此
,

就应该遵循着这种获取知识的
口

白然途径
口

为学生
`

设备相当的环境
,

使学生
`

山做事而学习
’

( L ca m i n g

勿 d io n 幻
. ’

0 杜威根据他的这一思想改造了传统的教材
、

课程
、

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
,

用活动作业

代特传统教材
.

用在活动中学习代稗班级上课制
,

用学生主动来反对教师中心
.

杜威这种
`

做中学
’

的教学理论虽然存在着用一般代井特殊
、

忽视学校教育特点
、

在实际中导致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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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效率等致命缺点
.

但是
,

他弧调教学过程中的儿童作用
、

主张理论联系实际
、

从实践中学习等观点

和做法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有借鉴意义
.

首先
, `

从做中学
’

能促进知识与智力的同步发展
.

儿童是人类的一部分
.

他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是

人类认识的缩影
.

他们认识客观世界同样要遵循
`

实践
、

认识
、

再实践
,

的认识规律
.

儿童人学以前在自

己的生活中已通过感官和 自己的亲身话动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感性经验
.

学会了说话和初步的思维能力
。

这一切为他们进学校受教育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

但是
,

学生一旦进人学校大门
.

他们原来的那种认

识世界的方式将发生改变
.

他们将主要通过语言和文字间接地认识客观世界
.

而学校里传授的人类认识

吐界的成果对学生来讲大都没有真情实感
,

学生只能靠理解和记忆去掌握
.

这种认识方式就限制
、

阻碍

了学生智力的发展
.

而
`

做中学
.

要求儿童从活动中学习
,

从实践中获得经验
.

这种认识方式不仅符合人

类认识世界的规律
,

也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
.

所以
“

做中学
.

不仅有利于儿童掌握知识
、

获得经验
,

而且

有助于学生钾力的发展
.

其次
, “

从做中学
’

有利于儿童个性的 白由发展
. `

尊重儿童
、

使儿童个性自由发展
’

是文艺复兴运动以

来人类进步教育的理想
.

马克思生义经典作家也极力倡导
`

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 ’

⑥

但是传统的班级授课制和以传授书木知识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阻碍了这一理想的实现
。 `

从傲中学
’

的方法是

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
,

山儿童根据 白己的经验和兴趣选择话动的内容
.

同时以小组为单位采取分工协作

的方式由个人独立完成任务
,

然后再一起总结经验学习书本中的知识
.

所以它有利于每个儿童在教学过

程中进行白由思考和根据个人的爱好选择套爱的活动
,

从而能使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向自己所喜爱的方向

发展
.

这样就改变了儿童消极等待教师传授知识
、

全班学生按一个模式发展的现象
,

使儿童成为学习的

真正主人
,

有利于学生充分白由地发展
.

必须指出
,

杜威作为资产阶级教育家
,

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是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 ; 同

时
,

建基在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
、

庸俗进化论的社会学和生物水能论的心理学之上的教育理论的许多

方而是片面的和错误的
,

对此我们必须予以批判
.

但是
,

无可否认
,

杜威的教育思想的确范含着一些真

知灼见
, `

已们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失而失去光辉
.

只要我们坚持
`

洋为中用
、

古为今用
.

的原则
,

不带偏

见
,

立足于借鉴
,

去其柳粕
,

取其精华
,

就一定会从中受到诸多启发
,

有益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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