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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以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为基本参照 ,概览杜威的教育思想 ,以杜威的哲学思想作为视角 ,

追溯杜威的教育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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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威作为当代最著名的教育学家 ,其教育思

想是丰富的。如何理解和把握杜威的教育思想?

如何寻找杜威教育思想的来源 ?受到众多研究者

们的关注 。本文以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为基

本参照 ,概览杜威的教育思想 ,以杜威的哲学思想

作为视角 ,追溯杜威的教育思想根源。

一 、研究视角的合理性

杜威教育思想是丰富的 。王天一等主编的

《外国教育史》中认为:“杜威一生的教育活动与教

育理论著作是多方面的 ,丰富的 ,他的教育基本观

点可以说是始终如一的 ,构筑了一个完整而又严

密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大厦' 。” [ 1] (P141)从《我

的教育信条》 、《学校和社会》 、《儿童和课程》 、《我

们怎样思维》 、《明日之学校》 、《民主主义与教育》、

《经验与教育》直到《人的问题》 ,确实让人眼花缭

乱。杜威教育思想的丰富 ,致使我们难以把握杜

威教育思想的全部 。同时 ,在杜威众多的教育论

著中 , 《民主主义与教育》可以说是杜威教育思想

的总纲 。“杜威自称《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是他

的教育哲学`最完整而又最详尽' 的阐述。”
[ 2] (P6)

《民主主义与教育》的独特地位 ,给我们概览杜威

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基本的脉络和思路。由于杜威

在现代教育中的开创性的地位 ,其教育思想尤其

受人关注 ,对其研究 ,可谓众多 。翻开每一本外国

教育史著作或教育基本理论著作 ,都或多或少地

涉及杜威的教育思想。众多研究 ,给理解杜威的

教育思想提供方便 ,但要有的理解 ,难度确实不

小。

本研究重在追溯杜威教育思想的哲学源泉 ,

是从哲学的视角来俯视杜威的教育思想 ,之所以

这样选择 ,是因为哲学与教育之间存在着一种天

然的关系 。正如杜威所说 , “我们能给哲学下的最

深刻的定义就是 ,哲学乃是教育的一般理论 ,教育

乃是使哲学上的分歧具体化并受到检验的实验

室。”[ 3]可见 ,从杜威的哲学思想来考察杜威的教

育思想具有其合理性 。美国教育家克伯屈也认

为:“当我们考察杜威的教育思想时 ,同时也必须

考虑他的哲学思想 。因为对他来说 ,教育和哲学

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 。”[P70](P70)

二 、概览杜威的教育思想

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序言中 ,不惜重

复地说 , “该书所阐明的哲学 ,把民主社会的意义 ,

生物进化论的观点 、产业革命带来的变化以及科

学实验的方法 ,贯串一起 ,从而论证新教育的本

质 、目的 、方法 、内容和评断一些彼此矛盾的教育

理论问题和实施问题” 。[ 3]掌握这一点 ,等于把握

研读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及相关教育专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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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主线 ,在其引导下 ,我们可以步入杜威教育思

想的殿堂 。

(一)民主主义社会:杜威的理想国

民主主义社会是杜威的理想国。杜威认为 ,

儿童是教育的出发点 ,社会是教育的归宿点 ,正像

两点之间形成一条直线一般 ,在教育出发点的儿

童和教育归宿点的社会之间 ,形成了教育历程。

对于“社会”这个概念 ,杜威认为 ,除非说明我们设

想的社会的性质 ,否则就没有明确的意义 。没有

社会 ,教育就没有归宿点 ,没有明确意义的社会 ,

教育的意义是模糊的 、不完整的 ,从这一基本观点

出发 ,杜威提出其民主主义社会蓝图。

杜威认为 ,民主主义社会具备两个特征:“第

一要素 ,不仅表明有着数量更大和种类更多的共

同利益 ,而且更加依赖对作为社会控制的因素的

共同利益的认识 。第二个要素 ,不仅表示各社会

群体之间更加自由的相互影响(这些社会群体由

于要保持隔离状态 ,曾经各自孤立的),而且改变

社会习惯 ,通过应付由于多方面的交往所产生的

新的情况 ,社会习惯得以不断地重新调整 。这两

个特征恰恰就是民主社会特征 。”[ 3]

说民主主义社会是杜威的理想国 ,因为在杜

威看来 ,他为人类社会设计了美好的蓝图和实现

这一蓝图的途径 。杜威认为 ,柏拉图虽从形式上

提出与其相似的观点 ,但在付诸实施时 ,却把阶级

作为社会单位 ,从而放弃自己的理想。18世纪的

教育哲学在形式上是高度个人主义的 ,但其世界

主义和“人道主义”概念意义含糊 ,又缺乏一定的

执行机关和管理机构 ,最后成为国家利益的俘虏。

民主主义社会超越了阶级主义 、国家主义 、民族主

义 ,是以社会成员共享利益的多寡为尺度 ,以本社

会与其他社会能否交流互惠为尺度 ,而且民主主

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 ,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

活的方式 ,是一种共同交流的经验的方式 。杜威

认为 ,民主主义社会比其他任何社会更加关心审

慎的和有系统的教育 ,民主主义社会只有通过教

育才能实现 ,也就是说 ,民主社会是教育发展的沃

壤 ,民主主义教育是无比先进和无比优越的。

(二)教育 ,即生长 ,即生活 ,即经验改造

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等相关教育著作

中 ,也一再表明他对教育的独到见解:“教育就是

不断地生长 ,在它自身以外 ,没有别的目的。学校

教育的价值 ,它的标准 ,就看它创造继续生长的愿

望达到什么程度 ,看它为实现这种愿望提供方法

到什么程度。”
[ 9]
“关于教育本质的观点 ,基本上可

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这就是:教育即生长 、教育即

生活 、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造 。”
[ 5]
藤大春

在《杜威和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文中 ,进

一步明确:“教育就是生活 、生长和经验改造 。在

杜威看来 ,生活和经验是教育的灵魂 ,离开生活和

经验就没有生长 ,也就没有教育。他自称他的教

育哲学是`属于经验的 、操诸经验的和为着经验的

教育哲学' ”[ 3] 。杜威认为 , “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

通过组织保证生长的各种力量 ,以保证教育得以

继续进行。在人们乐于从生活本身学习 ,并乐于

把生活条件造成一种境界 ,使人人在生活过程中

学习 ,这就是学校教育的最好的产物。”[ 3] “这样我

们就得到一个教育的专门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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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能提高指导后来的经验进程的能力 。”[ 3]

1897年 ,在《我的教育信条》这本纲领性著作中 ,

杜威开门见山地写到:“我相信 ———一切教育都是

通过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 。这个过

程几乎是在出生时就在无意中开始了。它不断地

发展个人的能力 ,熏染他的意识 ,形成他的习惯 ,

锻炼他的思想 ,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 。由于这

种不知不觉的教育 ,个人便渐渐分享人类曾经积

累下来的智慧和道德的财富。他就成为固定文化

资本的继承者 。世界上最形式的 、最专门的教育

确是不能离开这个普遍的过程 。” [ 6]由此出发 ,他

得出这样的结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 ,而不是将来

生活的预备。这个看法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体系的出发点 。

关于 “生活”这一概念 ,杜威强调指出:“我们

使用`生活' 这个词来表示个体的和种族的全部经

验。┅┅`生活' 包括习惯 、制度 、信仰 、胜利和失

败 、休闲和工作 。”[ 3] ,在杜威看来 ,生活和经验是

同义词。关于生长这一概念 ,杜威强调 ,一般来

说 ,生长是自然的过程。杜威认为 ,“生长”内容是

多方面的 ,生长不仅指身体的生长 ,而且指智力和

道德的生长。生长不仅是个体性的 ,也是社会性

的。杜威认为生长必须具备条件 ,因为生长和“发

展是一个特定的过程 ,有着它自己的规律 ,只有适

当的和正常的条件具备时才能实现 。”[ 7]生长的条

件包括内部的条件和外部的条件 ,内部条件主要

是指未成熟状态;外部条件 ,主要是环境尤其是社

会环境。从生长的理论出发 ,杜威认为 ,教育是持

续不断的 ,乃至终生。杜威在以生长 、生活和经验

解释教育时 ,非常重视儿童这一环节。对于儿童 ,

杜威认为儿童的未成熟状态 ,正蕴酿着儿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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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长的能力 ,教育必须尊重它;儿童具有自动求

知的本性 ,忽视儿童天性 、压迫儿童天性是愚蠢

的 ,杜威甚至认为 ,儿童变成了太阳 ,教育的一切

措施要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杜威认为社会或环

境并不是静止的或绝对的 ,是永在变化而无终极

之境的。所以教育的真谛不但使新生一代适应当

前的环境 ,还要养成他们继续不停地适应那向着

未来而迅速发展的广大世界和日新月异的民主社

会。从杜威从生长 、生活 、经验改造的视角来理解

教育 ,确实让我们感受他对教育理解的深刻性 。

(三)杜威对教育目的 、内容 、方法的论述以及

他对一些彼此矛盾的教育理论问题和实施问题评

断 ,让人耳目一新

杜威在论述教育问题时 ,始终运用综合观点

和发展观点。所谓综合的观点 ,不是把知和行 、经

验煌知识对立起来 ,而是辨证地把它们联系起来 ,

使之成为整体;所谓发展的观点 ,不是把社会 、人

类和儿童看成一成不变的 ,而是把他看作是持续

发展变化之中。杜威的教育目的观是发展的教育

目的观 ,生活 、生长 、经验改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积极发展过程 ,教育目的就存在于这个过程之中 ,

教育的目的就是获得更多更好的生长 ,教育本身

就是目的 。杜威的教学观 ,强调“做中学” ,从儿童

的现实生活出发 ,并且附着儿童的现实生活 。杜

威反对传统的灌输 ,强调培养学生思维和能力的

重要性;对于德育 ,杜威认为德育过程和教育过程

是统一的 ,杜威的原则是由活动中培养儿童的道

德品质 ,把学校的现实生活 、教材和方法三者称为

学校德育的三位一体 。

在概览杜威教育思想的同时 ,我们也在思考 ,

杜威的理想国来源于何处? 在研究教育问题时 ,

杜威为什么着力建构其民主主义社会蓝图? 杜威

为什么把教育本质理解为生长 、生活 、经验改造?

杜威观察分析教育的独特视角源在何处等? 要回

答这些问题 ,把握杜威思想的精妙之处 ,需要探究

杜威教育思想形成之源。

三 、杜威独特的哲学视界

杜威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 ,他对美

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历史学家亨利·科马格

对杜威做出这样的评价 , “杜威如此忠实于自己的

哲学信念 ,因而他成为美国人民的领路人 、导师和

良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整整一代人都是因杜

威而得以启蒙。”悉尼·胡克的描述更让人钦佩杜

威:“因为他的存在 ,数百万美国儿童的生活才更

加丰富 ,更加幸福。而对每一个成年人来说 ,他则

提供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 、合理的生活信仰 。”[ 8]

杜威在其辉煌的学术生涯中 ,其哲学研究不仅涉

及人类经验的所有层面 ,包括艺术 、知识 、教育 、道

德 、政治 、科学和宗教 ,并且其哲学视界是独特的。

杜威也是少数重视“原哲学”(即涉及哲学自身性

质的种种哲学问题)的哲学家之一 。威廉·詹姆士

说过 ,哲学就是“不同的视界”是“感受整个生活的

推动 、观察整个生活之流的不同方式” 。理解杜威

的教育思想 ,追溯其哲学思想 ,是理解杜威教育思

想的一条捷径 ,而把握杜威独特的哲学视界 ,理解

杜威对哲学自身的认识 ,是进入杜威哲学的必由

之路 。

杜威认为 ,哲学自身需要重新确立关注点 ,哲

学家们有必要将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纳入探讨的

范围内 ,他们必须质疑哲学事业本身 ! 杜威不是

简单地解散传统哲学 ,而是在对传统哲学做出哲

学的批判 ,并在对此批判的基础上 ,构建自己独特

的哲学视界。杜威认为:哲学产生一种回应 ,一种

对生命或然性世界中这一处境的回应。杜威的实

用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相比 ,其独特视界表现为

以下几个方面 。

(一)本体论:改造社会

传统哲学的旨趣在寻求不变者 。柏拉图的哲

学旨趣就是明显的例证。柏拉图设计了一个非时

空的领域:理性世界 。认为这种世界不是因为经

验对象 ,而是因为他称之为“形式”的抽象实体而

闻名的 。在柏拉图看来 ,形式是永恒的 、理念的 、

不变的 、完美的 ,它们不为感官经验所把握 ,而是

由“理性”这一心灵的特殊能力来把握 ,在柏拉图

看来 ,物质世界与形式的理念世界之间存在着本

质的 、形而上学的对立。除他之外 ,亚里斯多德发

现了形式与质料的二元论 ,奥古斯丁发现了上帝

之域与人类之域的二元论 ,笛卡儿发现了心灵与

肉体的二元论 ,康德则发现了现实和本体的二元

论。杜威认为是传统哲学的二元论 ,导致了他们

脱离现实世界 ,脱离日常生活。杜威认为哲学必

须以良好的姿态 ,自己拯救自己。在杜威的视界

里 ,哲学成为社会批判的一种方式 ,社会革新一种

工具 ,最一般地说 ,哲学必须“恢复”它的社会使

命。

杜威的哲学改造方法的核心是将达尔文的进

化论引入哲学中。杜威提出 , “通过攻击绝对永恒

的神话 ,通过以产生和灭亡来处理以往被视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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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 、完美的形式 , 《物种起源》一书引起了一种思

维模式 ,这种模式最终必须改造知识的逻辑 ,因而

也将改造对道德 、政治和宗执问题的处理方

式。”[ 3]杜威强调说 ,您是一个有机体 ,也就是说是

一个过程 ,进行持续的交换 ,与环境中的其他力量

进行着某种交易 。您绝不是世界中孤立的看家 ,

而是世界中活的生物 。

(二)认识论:一种“探究”过程

传统认识论认为 ,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最

被动的 ,他们所关心的对象是知识 ,并把知识理解

为孤独心灵对固定的外在实体的确切把握 ,杜威

称这一认识论为“知识的旁观者理论” 。杜威应用

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为基础 ,并借现代科学方法

论 ,提出探究型的认知理论 ,驱除知识的旁观者理

论。

杜威认为 ,所谓探究就是不确定的情境给有

机体带来问题 ,有机体通过自身来解决问题的行

为。在杜威看来 ,哪里有生命 ,哪里就有行为和活

动 ,探究是生命体的本能 ,认识者自身就处在世界

之中 ,不断变代的世界引起人们的行动 ,并在行动

中发生互动 ,以适应和改变不确定性的情境 。杜

威认为 ,认识论所关心的不是“知识” ,而是认识 ,

是对问题情境所做出改变的行动 ,是对问题情境

回应 ,是解决问题 ,是改变情境 ,是探究。成功探

究的结果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 ,而是被证实

了的假设 ,被确定的论断 ,以及能成功探究未来且

不断增长的能力 。

(三)道德哲学:道德探究过程

传统的道德理论体系中 ,出现了“内在之物”

和“外在之物”的二元论的道德的理论。以康德为

典型代表的“内在”立场者认为:道德评价与“人们

所得到的行为”无关 ,而与“人们看不到的行为的

内在准则有关” ;而以缪勒为代表的强调“外在”趋

向的道德理论者认为:道德评价的对象放入“外

在”的经验世界之中 ,根据行为产生特定效果的能

力来对行为作出评价:“外在”倾向者带有功利主

义色彩 ,提出“最大幸福原则” ,人们应当采用能为

尽可能多的人带来最大幸福行为。“内在”倾向因

其动机的不可观察性受到人们怀疑 , “外在”倾向

因其快乐原则易脱离了道德评价的约束 ,受到人

们质疑 ,这给杜威的道德哲学提供空间 。

杜威的道德论是从生命体开始 ,从动机与行

为的连续性 、从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的统一开始 ,

杜威认为 ,“内在准则”并非独立于或先于行动 ,它

们是先前的经验与行动产生的习惯和部署 ,在生

命体中的经验中的行为和习惯之间具有连续性。

同时 ,杜威反对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最高

的终极的善”的出发点 ,认为其是传统哲学寻求不

变性的延续 ,认为道德目标具有多样性 、变动性 ,

成长自身是惟一的道德目标。

关于道德的成长 ,杜威认为只有在民主社会

才能成为现实 。“民主”这一术语并不只是表示一

系列相似的政治程序 ,民主更应是一种生活方式。

民主不是从国家开始的 ,从家庭开始 ,家庭是互为

邻居的共同体 ,民主存在于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所

有事件与关系中相互表现的态度之中 ,它在本质

上是一种合作性的承诺。从此出发 ,学校应成为

合作性的探究的中心 ,促进每个个体的成长 。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杜威的民主主

义的理想国 ,来源于杜威的哲学改造社会使命的

确认;杜威对教育的理解 ,即教育 ,即生长 ,即生

活 ,即经验改造 ,又与杜威的认识论 ,密不可分;杜

威对教育中系列问题的判断 ,都与其哲学视界关

联 ,我们可以说 ,杜威的教育思想源在杜威的哲学

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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