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威教育思想的社会价值取向
●刘梅梅 陈云奔

摘 要 杜威以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身份在上 20 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历史舞台，扮演了重要的教育思潮的变革和推

动角色，也成就了杜威在现代教育阵营中的核心人物地位。在以往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以杜威的教育哲学

观、教育过程观以及杜威基本思想解读为主，认为杜威是儿童中心主义的代表，其教育思想属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本文试图

再次从杜威教育思想的价值取向入手，呈现杜威教育观念中基于民主社会构建的社会本位教育价值观，即基于社会有机体解

释模式的教育起源论、作为社会进步的系统保障的教育功能观、积极社会建构的教育目的取向、社会本位取向的课程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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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中的传统与现代之争起始于 20 世纪初。传统

的外塑型教育观认同人是外力塑造的产物，因此在教育观上

表现为完全的外塑取向。现代教育的产生以强调教育的任

务是引发人本来具有的能力和潜能为基本前提假设。传统

教育主张教育是一系列积累的知识和技能，表现为教师利用

承载过去知识的教材，教授学生为未来生活做准备的规则，

学校组织的一般形式不同于社会其他组织机构。现代教育

则强调以自由活动代替外部纪律，学习来自生活中的经验而

非外部训练，学校即社会。两种教育思潮交锋以来，历史已

过百余年，作为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杜威以实用

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身份在 20 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历史舞

台，扮演了重要的教育思潮的变革和推动角色，也成就了杜

威在现代教育阵营中的核心人物地位。

一、教育起源———社会有机体解释模式

杜威承认教育发展的生物学动因，认为“教育在它最广

的意义上就是这种生活的社会延续”①，但这只是低级阶段，

其社会意义在于“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②。杜威对

当时学校状况进行批判，主张勿以狭义学校教育取代广义的

大教育概念，从而引发后面的一系列民主主义观点的出现。

即教育应放置在与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讨论，这一早期的系统

论思想的特征是视社会为有机体。社会有机论模式的产生

基于生物有机体系的类比观念，以有机体的结构性和组织性

为其特征。有机体是以自身的维持和复制为联合目标导向

的，机体的组成部分具有特定功能，每一功能都为目标的维

系做出各自的贡献。基于此，它不能把部分从整体中剥离出

来加以描述和解释。有机体的任何一个部分的运行过程和

功能的发挥，必须从有机整体的角度，看它是否对有机体的

存在和发展具有意义进行阐释。教育作为有机体的系统具

有复杂性的特征。

首先是系统环境。杜威认为，“社会环境能通过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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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活动，塑造个人行为的智力和情感的倾向。”③“虽然环

境的无意识的影响难以捉摸而又无处不在，影响着性格和心

理的每一根纤维，但是指出它的效果最为显著的几个方面可

能是有价值的。第一，语言习惯。第二，仪表。第三，美感和

美的欣赏。”④从杜威对环境作为一个关键影响力方面的分

析中，可以看到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方式对个体的影

响，这些“凡是我们不经研究或思考而视为当然的东西，正是

决定我们有意识的思想和决定我们的结论的东西。”⑤基于

对环境作用的分析，杜威自然引入到对学校作为特殊环境的

作用的认识，认为“学校当然总是明确根据影响其成员的智

力的和道德的倾向而塑造的环境典型。”⑥“学校社会机构的

首要职责就是在于提供一个简化的环境。选择相当基本并

能为青少年反应的种种特征，然后建立一个循序渐渐的秩

序，应用先学会的因素作为领会比较复杂的因素的手段。”⑦

这体现了杜威对发挥学校功能的基本原则的概括，即简化

性、选择性、基础性、阶段性。其次，是系统要素，认为各个要

素都构成教育产生和运行过程中的重要部分。

二、教育功能———社会进步的系统保障

十八世纪以来，欧洲近代教育哲学思潮发生了重大变

化。以卢梭为代表的“个人主义”的教育理想所主张的“自

然教育”，“要求个人才能的多样化和个性在很多不同方面

的自由发展，顺应自然的教育，提供教学和训练的目标和方

法。”⑧卢梭主张的个人自由发展，是与当时法国专制社会相

对应的争取自由的教育理想诉求。杜威认为“这个似乎反社

会的哲学，其实是走向更广泛、更自由的社会的动力，走向世

界大同的动力的一个明显的面具。这个哲学的积极的理想

是人道主义。”⑨“自然的教育是确保这种更有社会精神的社

会的第一步。”⑩在康德时代，他将“成人”的教育理想发展到

世界主义的认识水平。在《教育学纲要》中，表达了康德的

早期的世界主义的理想，认为教育是人变成人的过程，个人

人格的发展和整个人类的目的以及进步的思想是完全一致

的。康德反对国家办学，认为只有私人办学才是实现这一目

的的途径。自然的教育突出了教育过程的方法论意义，但是

忽略了积极的社会机构作为教育的本意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培养“人”代替培养“公民”只能是当时的最好的权宜之

计，而世界主义的教育主张对于动荡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又缺

乏现实性，民主主义教育的运动不可避免地成为由政府实施

和管理的学校的运动。于是，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教育思

潮中，出现了“用‘国家’代替‘人类’”。费希特和黑格尔发

挥了社会效率的思想，提出国家的主要职能是教育的思想，

教育的目的是塑造“公民”而不是塑造“人”。由此，推动了

德国公共教育制度的诞生，随即教育理论上的变革也成为新

的必然，国家成为公共教育的工具和目的的载体，世界主义

让位于国家主义。

十八世纪欧洲的教育思潮更迭，为杜威教育思想的形成

提供了理论养料。杜威在对上述思想进行评述时，澄清了两

个基本的认识前提，即教育观的考察必须放置于当时的社会

背景之中，以及教育目的的提出必须要有可操作性。“教育

是社会的过程，也是社会的功能。”瑏瑡社会目的不等同于国家

目的，民主社会的教育要调和国家主义的教育目的和广阔的

社会目的的冲突。民主社会是良好的社会形态的表现，民主

的社会依靠教育，也是自身维系的保障。因此，教育的功能

就是要培养适合民主社会的人，他们是社会进步的保障和民

主社会的主体。

三、教育目的———积极的社会建构

对教育过程的认识是区分教育价值取向的重要依据，杜

威强调对教育目的的考察必须放置于教育过程的维度来进

行。杜威对当时教育理论中盛行的三种重大的一般教育目

的进行了分析和检验，提出只有研究特殊教育问题的概括性

的教育目的，是引发理论冲突的根源。如自然发展的目的，

容易引起将所谓自发的发展的原始的能力作为终极目标的

认识; 追求社会效率的教育目的，可以被看做是功利的对别

人的外部服务，与追求丰富经验意义的目的冲突; 形成文化

和个人财富的教育目的，也可以狭隘理解为个体心智的发

展，而失去其社会化倾向。杜威认为，教育无强加的、外在

的、固定久远做准备的成人世界的目的，而是当下的存在于

教育活动中不断变化的目的。杜威在强调个体持续生长这

个教育目的的同时，将其置于社会共同体前提之下而言说。

换言之，也只有在民主主义社会，个人的目的才可以实现与

社会目的的统一。在社会关系不平衡之时，教育的外在目的

就会与教育的内在目的不相一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

为杜威的教育目的在于民主主义社会的实现。教育过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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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验的不断改组改造，主张通过做中学、活动作业的方式，

将自然发展和社会效率、文化修养等多方面的要求统合起

来，将教育的终极目的和一般目的相结合，最终实现民主社

会意义上的人的改造。他反对二元论主张，将教育目的和过

程分离开，经验不断地改组、改造，意味着教育的目的和过程

是一回事。强调在动态中不断拓展意义领域，将目的融合在

过程当中。杜威教育思想超越了技术理性，追求实践理性，

最终实现政治理性。可以说，自然主义借助柏拉图到卢梭再

到杜威的发展，体现了社会理想与个体发展过程结合的进

步。即追求社会性的自然到个性自由发展的自然，最终实现

积极建构民主社会的自然。

四、教育内容———社会本位取向的课程开发

杜威认为，“同是一个活动，有的仅仅是身体的活动，有

的具有丰富的意义。”“在意义上，我们的成就可以度量文明

和野蛮的区别。”“各种活动所包含的意义都关系到自然界

和人类。”在教育内容方面，在杜威提出的课程体系中，特别

强调了地理和历史学科的重要性。“地理和历史为狭隘的个

人行动或单纯的专门技能材料，使这些行动和技能有了历史

的背景、宽阔的视野和理智的观点。”同时，艺术、公民道德和

职业教育也是杜威特别探讨的课程。他以民主标准为基础

强调对课程内容进行分析，重视这些课程本身所具有的人文

主义色彩，在以沟通和共处为特征的民主社会中，这些领域

的知识以及其可能产生的意义，更容易被社会共同体成员所

接纳，形成普世价值。当然，杜威并不否定科学课程。杜威

主张，科学课程不要被技术的表面训练所控制，要重视社会

价值的标准。杜威认为，“一切信息和系统化的科学材料都

是在社会生活的条件下产生的，都是用社会的方法传递的。

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这类材料对养成现在社会各个成

员的倾向和提供他们的才能，具有同等的价值。一个课程计

划必须考虑课程能适应现在社会生活的需要; 选材时必须以

改进我们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在杜威看来，民主主义理想所

需要的教育要素必须是人类的，课程和教材必须与人类的共

同利益有联系才是人类化的。因此，在课程开发中，课程要

素的价值要高于课程结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杜威的民主主义的理想在其教育

理论的构建中具有完备的逻辑论证。其贯穿的主线就是对

教育价值的不断拷问，答案就是民主主义社会的构建。由

此，教育作为社会生活传递和维系的手段，就具有了价值色

彩，具体融汇到教育的起源、功能、目的和内容中。不过，我

们不能简单地将杜威的教育思想划归到社会本位取向的阵

营，这亦非本文写作的目的。第一，不可否认的是，杜威一直

是以反对传统教育和赫尔巴特教育学的批判者而为人所知，

“儿童中心”、进步教育运动的旗帜是人们赋予杜威的标签。

事实上，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杜威也的确发挥着这样的作

用。但是，“儿童中心”并非与个人本位的教育价值取向简

单地画上等号，正如不能把“教师中心”与社会本位的教育

价值取向等同一样。或者说，没有一种教育理论就是纯粹的

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教育价值取向，而往往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因此，在赫尔巴特的教

育思想中，在强调教育塑造作用的同时，也谈到了儿童兴趣

的重要性，杜威的教育思想也同样如此。第二，更准确地讲，

杜威的理论既不是个人本位取向也不是社会本位取向，而是

二者的统一。杜威是反对二元论主张的，反对将教育目的和

教育过程分开。他认为，经验不断地改组改造意味着教育的

目的和过程是统一的; 反对个体和环境的分离，通过经验以

使个体和周围环境达成平衡; 反对个人与社会的分离，主张

个人持续生长与民主社会公民的统一; 反对人文主义与科学

主义的割裂，主张人文关怀与自然追求的融合。因此，杜威

批评赫尔巴特并非是单纯的对社会本位价值取向的否定。

他提倡儿童中心并非是单纯的宣扬个人本价值取向，而是处

处在试图融合这两者之间的分离，而实现这种融合的途径，

即是通过教育培养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我们特别挖掘杜威

教育思想的社会价值取向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瑏瑡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王

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年，3 页、5 页、18 页、19 页 ～

20 页、20 页、21 页、22 页、97 页、97 页、98 页、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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