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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杜威的教育哲学理念强调学习者的个性化和社会化发展，鼓励多样化和创造性的教

育，强调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然教育观。虽然这些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未经显著变革，但杜威重新思

考民主社会中儿童教育的任务，对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联进行深刻反思，倡导教师践行社会责任，将多

样的社会问题融入教学体系，以启发儿童并培养探索的习惯，民主教育观“诞生”。民主教育通过引导

儿童不断地面对并解决真实的社会难题，提升儿童的民主素养。因此，儿童教育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教师对社会责任的承诺。同时，研究杜威的教育哲学，并批判地继承其教育思想，对我国目前正在

进行的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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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World War I, Dewey’s philosophical concepts of education emphasized the individualized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learner, encouraged diverse and creative education, and empha-
sized a child-centered view of natural education. Although these view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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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d after World War I, Dewey reconsidered the task of educating children in a democratic so-
ciety, reflected deeply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al life, advocated that teach-
ers practi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tegrate diverse social issues into the teaching system in 
order to inspire children and cultivate the habit of exploration, and the democratic view of educa-
tion was “born The concept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was “born”. Democratic education enhances 
children’s democratic literacy by guiding them to face and solve real social problems. Therefore, 
the quality of children’s education depends to a large extent on teachers’ commitment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study of Dewey’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d the critical in-
heritance of his educational ideas are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renewal of the concept of edu-
cation and the reform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currently underwa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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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约翰·杜威是 20 世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也是著名的教育理论家与心理学家。教育哲学在

价值判断的意义上探讨的是与教育、教育存在、人的心灵、教育真理有关的问题[1]。杜威的教育哲学从

教育存在出发，探讨教育的真理。杜威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于儿童个人发展、

家庭功能和社会需要等方面的平衡与整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种社会问题急剧涌现，在此背景下，

杜威在关照社会宏观问题外，指出教育还应关照人的心灵的问题，鼓励儿童寻求与现实生活的接触[2]。 

2. 问题的提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杜威的教育哲学主要围绕“教育即生长”和“教育即生活”展开。基于儿童与

环境的互动，杜威研究了儿童的心理与社会发展，诸如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的注意力、兴趣、习惯、想象

力和游戏，儿童的学习内容与生活之间的联系等，他秉持并主张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然教育观。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杜威逐渐注重民主社会的意义与价值、文化生活实践以及新旧教育实践。杜威摒弃旧的教育

实践，视教育为科学，他将主体经验与理论同文化生活相联系，强调培养学生解决当下或未来的问题的

能力。由此，杜威的民主教育观逐渐生成。杜威的民主教育观倡导儿童的自由，鼓励其利用自身的经验

学习各种原理，并逐渐与科学探究的经验相联系[3]。这是杜威对此前儿童中心教育观的呼应，而非对尔

后民主教育观的响应。在已有儿童教育的有关研究中，较少涉及教师在民主教育情境下的专业角色与社

会责任。因此，本文以杜威民主教育观的溯源为切入点，即 1896 年至 1916 年杜威的教育观发生了何种

变化，回顾杜威的教育哲学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节点的前后发展转变历程，系统性地提炼出杜威的教育

哲学思想对于儿童教育的启示，它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观念更新和教育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4]。 

3. 从自然教育观向民主教育观的发展历程 

3.1.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然教育观 

杜威的儿童教育理念最初形成于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时正值学校改革时期，实验学校纷纷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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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实践，为儿童教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杜威从 19 世纪 90 年代

中期到 1916 年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然教育观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3.1.1. 儿童行为中的心理和社会导向相互作用 
在《儿童与课程》中，杜威描述了儿童行为的社会目的，主张人类行为有两个主要方面：心理学和

社会学。心理取向和社会取向在儿童行为中相互作用。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将学校描述为一种特殊

的社会环境，理由如下：学校教育必须复制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活动，包括儿童最常接触的生活元素，

如，家庭住所、艺术装饰和食物供应。利用这些最常接触、亲身感知的活动内容，儿童可以更加熟悉大

社会环境的运作结构、内容和模式。儿童通过了解这些情境行为，逐渐培养自我控制能力，从而学会表

达自己。通过从社会生活中学习，儿童获得了社会经验。围绕着这一自然中心，知识得以传授给儿童。

总之，杜威重视学习者的自我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主张开展适合儿童发展的活动，而不是对学校强加

诸多要求[5]。 

3.1.2. 儿童发展经验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 
杜威指出，“只有关于儿童的一般理论和事实，不能代替对儿童的深入了解。”杜威以地理为例，

说明学习者在系统地组织学科知识之前，必须首先感受和思考。他认为，儿童的存在和本能经验的发展

与成人不同，儿童的成长过程包含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部分。“地理不仅仅是一系列可以自己进行

分类和讨论的事实和理论，也是实际的个体对世界的感受和思考的一种方式。”换言之，环境因素的综

合考量至关重要[6]。因此，儿童的成长不是一个孤立或静止的系统，教育活动离不开与生活密切相关的

环境，儿童其自身发展经验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3]。 

3.1.3. 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内容 
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儿童在 7 岁时进入具体运算阶段，此时他们需要学习简单的加法和减

法运算，理解乘法和除法的基本概念，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并逐渐独立进行计算和解决问题。杜威认为，

这种方法只能让儿童认识到零散的、个别的事物或物体，无法全面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或因果关系，因

为它不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杜威于 1896 年首次描述了以儿童为中心的环境，强调教育必须以儿童为中心，

必须开发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内容。并且，以儿童为中心的理念与民主社会的思想密切相关。《民主主

义与教育》指出，“解放个性并不意味着解放智能”。除非儿童积极分享他们的问题并参与解决问题，

否则他们无法真正解放思想[3]。 
总之，在 1916 年之前，杜威主张学校教育应在社会重建中发挥关键作用，学校应复制社会生活的基

本活动，形成民主社会生活的雏形，培养儿童的民主精神，民主教育观在该时期为萌芽状态。这一部分

涉及儿童行为、儿童发展经验、儿童研究和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内容，是杜威儿童教育观点的基础。随

后的变化涉及发展真正的民主生活，并将其融入学校教育，以及面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和教师角色的

变化。 

3.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教育观的“诞生” 

杜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意识到仅仅从学校改革的层面实现民主理想是不切合实际的。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使杜威意识到影响教育的因素很多，杜威重新思考民

主社会中儿童教育的任务，开始以更冷静的方式体验民主与教育，即民主中的教育。并且，杜威也越来

越开始重视在其求学期间所滋养的民主方式的重要意义[2]。教育必须整合各种社会问题，才能继续影响

社会重建。仅仅在学校教育中照搬社会生活的基本活动，并不能让儿童参与到这些社会问题中来[7]。 
第一次世界大战重新定义了杜威的思想，社会各领域的急剧变化不断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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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各种社会问题必须更有效、更科学地融入教育活动，民主教育观由此“诞生”。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杜威的教育相关工作不再像过去那样关注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而是更加关注当时社会变革对教育

的影响，主要从以下几点中体现。 

3.2.1. 教育目的的形成与儿童社会智能的发展有关 
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提到“教育即生活”，认为教育是社会环境和社会成员相互建构的产物。

除了教育过程和目的之外，不可能再设定其他目标或标准，脱离教育过程和目的只会因不恰当的外部刺

激而产生教育问题。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指出，教育过程是不断重组、重构和变革的，教育的

目的是不断进行的建设[8]。因此，杜威说，“教育本身就是它的目的，教育过程之外没有外在的目的。”

然而，进步教育运动将此作为教学的唯一原则，从而忽视了与社会的互动。1916 年后，内部视角和外部

视角的区别消失了。杜威指出，教育实践应考虑经验和社会条件下的时空背景，以及个人的能力和习惯，

而后采取适当行动，增加实现既定目的的可能性。教育目的的制定有赖于儿童社会智能的发展[9]。 

3.2.2. 儿童教育中的教师职业和社会责任 
1916 年后，杜威提出教师在课堂上的专业权威与民主社会中的价值自由、合作和个人需求直接相关。

他从教师组织和教师作为社会活动领导者的角色出发，集中论述了民主社会意识，提出学校教育应引导

儿童关注在各种公共生活中推动公共团结与合作的基本因素。在杜威看来，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最佳组织

形态，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10]。在民主教育的挑战方面，杜威对教师

的角色定义了许多社会期望，如教师是否应让每个儿童在接受学校教育后，对自己如何改善社会进行自

我评价。杜威指出，教师专业精神的发展与教育的专业自主性是否充分、学校教育是否可以实施以及如

何教授关于政治和经济的问题密切相关[11]。对当前社会秩序的批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儿童在经历学校

教育后能否有效参与社会生活也很重要。因为“教育无过程之外的目的”，它可以关注学习者的成长，

鼓励灵活而富有创造性的教育。 
杜威质疑当前的学校教育是否鼓励个人成功和个人竞争，强调个人竞争可能不符合民主教育的理念。

学校教育可以让孩子们思考影响民主社会中相互合作的各种目标，如劳资关系、失业、政府税收和国民

收入的再分配、家庭关系、战争和平等。一般来说，体验学习的内容必须与儿童的生活相联系。如果学

校教育要求培养儿童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习惯，那么学校教育也应该教给儿童批判性思维，将社会

问题转化为思考材料，培养儿童养成批判性思考的习惯[8]。 
除了教育与民主社会的关系，杜威还思考了教育制度是否限制了教师的自由发展，即标准化考试是

否鼓励教师追求统一的考试成绩，以及如何利用教育制度提高教师的创造力。在杜威的时代，教师并不

享有专业自主权。教师的地位和权力与教育管理者的权力密不可分，因此，教师成了被动的、机械的接

受者。杜威提出，教师要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积极展示学校与生活、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努力

实现专业自主，提高儿童的学业成绩。换言之，教师对儿童教育负有专业和社会责任[8]。 

3.2.3. 儿童学习科学与民主的艺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杜威着重从发现塑造社会的力量以及有组织的社会行动的角度来理解和利用科

学技术，将民主生活和学校教育的功能结合起来。科学应该通过不断地探究来解决问题，这包括儿童的

思考和提问、探究和实践，以及其他学习技能和态度[3]。 
教师应促进学生之间的讨论，使他们能够整合思考的内容，从而逐步扩大知识范围以及掌握知识的

程度，并设计出高效的探究方法。这一过程与杜威的“教育即生长”思想不谋而合。教育内容不应盲目

地将社会问题纳入学校教育，而应在教育背景下，通过探究、讨论和批判，科学地组织各种社会问题。

这不仅可以让儿童通过各种学习经验进行思考，还能够促进他们具有知识自由的民主素养，这一过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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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从做中学”。 

4. 杜威教育哲学对儿童教育实践的启示 

杜威民主教育哲学观注重发展“智慧”和改造“经验”。“智慧”包括儿童通过思考、探究和合作

参与问题的解决和智力活动。“经验”涉及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意味着手段和目的的连续性[12]。
这两个方面为儿童教育实践指明了方向：通过不断反思、批评和讨论、探究和判断，以民主的方式解决

社会问题，提高儿童的民主素养和文化修养。 

4.1. 民主教育方式有助于儿童对问题的解决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特别是 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初，杜威反对形而上学和抽象知识的教育哲学。

心理学和社会学被用来引发科学和技术的革新，并发展出一种教学法，以适应儿童的需要和民主社会的

需要，从而使儿童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以利用未来的机会，发展人才，造福大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杜威重新分析了他的思想。就他的教育哲学而言，减少了对机能心理学内容的

讨论，他关注的重点是人的行为。因此，他的研究集中于习惯、兴趣、冲动思想和想象力这些有利于儿

童的发展、教学、心理测试技术、儿童思维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内容的有效组织方面的问题。一

个强调科学的民主社会，必须鼓励人们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然而，现在的教育将解决问题视为一种个

人能力，而不是依赖于民主素养和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但杜威希望解决问题的能力依赖于人与社会环境

的相互作用[3]。 
在杜威看来，教育与民主政治的融合不仅是由于社会现实所驱使，更是问题解决中最为有效的手段，

他后来相关教育观的提出，也为当时社会背景下出现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法[13]。杜威认为教育过程是

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并逐步概括推理出知识的过程，我们不能将教育教学局限在教室之中，而应该充分挖

掘教室以外的部分，突出民主教育方式在儿童解决问题过程中的重要性。通过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方式，

让儿童感悟到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在人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获得的，并且具有实用性。教育教学的过

程中要注意让学生身临其境体验到解决问题的乐趣与成就感，寓教于乐[6]。 

4.2. 回归儿童整体、连续和交互的生活世界 

杜威的教育理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了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学在学校教育中的

作用被简化和理想化，并创造了一个与儿童生活相似的微观民主社会。这些教育内容建议把心理学与儿

童的身心发展相结合，民主教育应以儿童为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杜威反思了“学校是一个简化的

特殊机构”这一观点。杜威关注的重点是：现实的、多样化的社会问题如何对儿童的生活有用，如何贴

近儿童的生活，科学技术的成就如何推动学校教育的创新，并用于教会儿童如何学习。学校教育必须将

社会问题纳入教学，以满足儿童的个性化需求。教育理论的批判性和建设性功能在重构社会和个人追求

自我认同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教育理论的批判和建构功能在重构社会和个人追求自我认同方面也发挥着

作用[14]。 
儿童生活世界源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关注整体的儿童及其生命存在意义，回归儿童生活世界能让

我们更加洞悉儿童生活的本质。胡塞尔与杜威同时代，杜威在变幻莫测的生活中追寻一种确定性，力图

将实用主义哲学筑基于经验生活世界之中，强调作为整体意义存在的一体化生活。回归到儿童的生活世

界，一方面要规避将现实生活经验机械地应用于儿童教育，另一方面要提醒教育者不能仅仅将生活作为

塑造儿童的一种工具，忽视儿童自己的努力。回归儿童整体、连续和交互的生活世界，一是要珍视儿童

先验生活世界的本能力量、重视儿童体验生活世界的情感价值，在时间脉络上维持连贯性；二是要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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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所在家、校、社的经验联为一体，在空间脉络上保持整体性。基于此，一种整体、连续和交互的儿童

生活世界得以初步显现，为民主教育观的培养提供实践场[15]。 

4.3. 教师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有助于儿童教育质量的提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杜威的教师观主要集中在对儿童心理和社会需求的理解和探索上，但没有过多

地讨论学校教育如何实现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和理想，以及它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和教师角色的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杜威对教师职业、教师工会和积极教育运动的研究与教师的社会责任和对社会问题

的敏感性联系在一起。通过加强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

用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合乎道德的。教师职业依赖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关于教师的社会责任，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 (UNESCO)也强调了鼓励教师参与社会和公共生活的必要性[16]。 
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认为，教育对社会改革有很大的影响。他指出，教育不仅仅是教育人，

它涉及到承担塑造社会生活形态、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的责任。他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教育

的功能有限，显然，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冲突必须由教育工作者积极应对。将社会问题纳入学校教育，

扩大对社会环境的敏感性，深化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培养探究的态度和方法，对教师来说尤为重要。政

府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但教师也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提升儿童教育质量。儿童教育质量的好坏，

与教师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有关[8]。 

5. 结语 

中国教育哲学在吸收西方教育理念的过程中，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中，逐

渐显露出注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注重实践经验的特点。中国教育实践不只是注重知识传授，也关注学

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与杜威强调的“完整人格教育”理念[17]不谋而合。我们要深入地理解西方学说，融

会中西[18]。在教育实践中，通过整全的人文教育，注重个体的人格修养和能力的培养。这也是我们在追

求社会大我和个体小我的平衡中成长，成为具有高尚人格和精湛才能的个体。同时，这种教育也力求使

人们能够过上健康而有意义的社会生活，既会过好的社会生活，又能以健康的方式融入社会。 
因此，中国式教育哲学需要思考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通过综合的人文教育，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

推动个人的全面发展。这种教育才能更好地造就出那些具备高尚人格和卓越才能的人才，成为我们社会

的中流砥柱。对这一主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在当代教育领域中取得更加卓越的成就[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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