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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杜威提出的教育无目的的理论反对外在强加的、一成不变的、终极的教育目的，认为教育目的是内在的、

动态的、具体的。针对传统教育的弊端，教育无目的论进行一系列的批驳。它反对了当时的“教育准备

生活说”，认为教育应注重当下生活，校内生活与校外生活应相结合，以丰富育人内容，构建新的德育

模式；批判了教师中心的理念，认为传统教育本质上忽略了学生主体性，不能较好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不利于学生创新素养的发展。他在反对传统教育目的的同时提出了“教育无目的论”，主张尊重

儿童主体性，要关注儿童生长与学习的直接经验，引导鼓励儿童的自我表达和创造，使其从原有的直接

经验中生长出新的知识经验。总之，杜威“教育无目的论”中儿童观具有现代意义，这与平衡社会本位

论和个人本位论的观点相结合从而彰显了杜威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时至今日，这种从实用主义经验论

和机能心理学出发的教育理论仍对现代育人目标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与新时代育人要求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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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heory of “Education without No Aim”, Dewey opposes the externally imposed, immutable 
and ultimate educational purpose, and believes that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s an internal, dy-
namic and specific purpose. A series of criticisms were made against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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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education. Opposing the “educational preparation for life theory” at that time, he believed 
that educa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rrent life, and in-school life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off-campus life. Criticizing the teacher center at that time, it ignored the subjectivity of students 
and could not give full play to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students. While opposing the traditional 
purpose of education, he put forward the “purposeless theory of education”, advocating respect 
for the subjectivity of childre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irect experience of children’s growth and 
learning, guiding and encouraging children’s self-expression and creativity, and enabling them to 
grow new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from their original direct experience. The concept of child-
ren in Dewey’s theory of “Education without No Aim” has modern significance. It balances social-
ism and personalism, and coincides with the requirements for educati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To 
this day, this educational theory from pragmatic empiricism and functional psychology still has an 
extremely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modern goal of parenting, and coincides with the re-
quirements of parenting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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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威教育目的的研究背景及相关理论 

教育目的的相关理论颇多，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文化差异，使得中西方教育体系的目标有所不

同。但即便如此，仍有一些重要研究理论奠定了杜威教育目的的研究基础。 
1) 从西方教育史来看，早期斯巴达教育要求只是培养四肢发达的公民，到 17 世纪夸美纽斯就已经

提出要培养和谐全面发展的人了；卢梭等自然主义流派则是提倡培养自然人，能够关注学生的自给自足

能力，教育重心转移到学生。斯宾塞则主张教育需要为完美生活做准备，与此对应的杜威“教育即生活”、

“教育即成长”、“教育即经验”。他们普遍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并把它作为积极情感和内在动力，

并视为教育教学的重要手段和原则。 
从赫尔巴特开始，“多方面兴趣”被看作是教学的直接目的或较近的目的，认为教学的最终目的虽

然存在于德行这个概念之中，但是为了达到这个最终目的，教学必须包含较近的目的，教学目的与手段

应相统一。20 世纪 50 年代后，关于教育目的理论论述普遍认为一个好的教育目的必须根据受教育者的

特定个人活动、能力和需要，能够转化与受教育者的活动进行合作的方法。 
2) 从中国教育目的史来看，在早期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等著作中，提出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培养“化

民成俗”及“学而优则仕”等理念。封建时期各个朝代采取选举制，八股取士，更注重培养科举人才。

近现代教育家中，浮现出各大新思想理论流派。其中，职业教育思想流派提出的职业发展观则是对功利

主义教育目的进行的批判，既注重人的社会性和职业技术能力，提升自身的生活技能，促进国家生产力

的发展。实用教育思想流派则指出“生活即教育”，既注重知识的学习，也注重技能的培养。强调“做

学教合一”，做的方式应该根据教的方式来指导，教的方式应该根据学的方式来制定。清末民初从“三

育并举”到基于健全人格的“五育并举”。民国时期出现基于生活劳动和革命教育的“全人生指导”

到基于通才理念的“六育并进”，强调培养“完人”，即有知识才能、有道德的高级知识分子(宗爱东，

20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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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 

杜威教育无目的理论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经济发展停滞，影响社会发展的特殊背景下提出

来的。它在对美国教育注重知识，忽视能力培养时期的基础上产生，对美国社会发展及世界产生了深刻

影响。彼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及教育问题与当时美国境况颇有相似，教育无目的论对我们当时及现在都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2.1. 从理论基础上看，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主要从发展观、生长观和经验观展开 

1) 从发展观来看，“教育即生长”，“教育无目的论”是杜威发展观的必然结果。未完成性是人的

发展特点之一，人将不断成长，完成自我实现。而发展的可塑性为儿童的教育提供了基础和可能。进化

论思想中写道发展是具有阶段性、连续性，教育也是连续发展的过程，需要关注到学生内在的生长，促

进学生自我成长。由此杜威提出：“教育的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没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 
2) 从生长观来看，“教育即生长”。教育是促进学生生长，除此之外，教育无其他的目的。每个学

习主体都是带有头脑进入教室，具有不同的经验基础，教育是经验的不断重组与改造的过程，根据自身

经验对所学内容进行建构。生长是内部自然生长的过程，是不存在外部的教育目的，因此它的目的就是

生长本身。杜威针对教育目的的性质，指出良好的教育目的应注重儿童的固有活动和发展需要，不能将

成人的要求作为儿童发展的固定目的，只能作为尺度观察儿童的活动，关注受教育者的具体活动(沈艳艳，

杜时忠，2021)  [2]。教育者应拒绝所谓一般的和终极的教育目的，应建立动态的与受教育者的活动进行

相互联动的路径与目标(阮成武，2021)  [3]。 
3) 从经验观来看，教学内容是间接经验的呈现，知识的增长体现为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结合，学

习不是头脑中长出知识，而是经验的相互整合与创造，是学习主体根据自身经验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

结果。教育不是教师向学生头脑灌输知识，而是学生主动积极创造的过程，不同的主体作用与相同的教

学知识，经验结果不一，教师需要根据不同的学习主体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当时美国教育

沿袭欧洲的传统教育，尤其是以赫尔巴特为主流的“三中心”思想占据整个教育领域。教师教学不考虑

儿童发展兴趣需要，也不注意教育目的与内容是否在儿童最近发展区内。杜威批判当时的传统教育弊端

并提出“教育无目的论”，其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关注儿童的实际需要和兴趣，认识他们的心理发展水

平，尊重他们的经验，以儿童为中心，以经验为中心(孔庆磊，魏红艳，史飞等，2019)  [4]。 

2.2. 从理论本质上看，杜威提出“教育无目的论”其本质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 

1) “教育无目的论”并不是真正的没有教育目的，而是指无外在的教育目的，反对外在强制的、固

定的目的。杜威主张教育目的是灵活多变，根据学生主体发生变化，最终都是促进学生内在生长和自我

实现。其目的与手段是相互依存，手段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途径，教育目的是手段的依据。教育应根据实

际情况出发，以学生当下的生活为依据，为当下生活做准备，培养当下生活的技能与手段。杜威反对将

当下的教育活动与教育目的分离开来，认为教育活动作为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如果教育活动对教育者

当下没有任何意义，就无法保证未来教育目的的实现。所以，杜威教育的目的与手段是统一的。杜威反

对终极静止的目的，反对未来准备生活论。他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不存在永恒的、

绝对的教育目的，应建立动态的、现实的、具体的教育目的。 
2) 教育的过程便是教育本身目的。教育目的是内在的、具体的、建构的生成的目的，而不是抽象、

强制、外在的目的，因此教育目的便是教育本身的目的。“教育无目的论”具有三方面的特征。第一即

个体差异性。教育需要考虑到个体的特点和年龄特点，根据学生的需求和个体活动，制定相应的教育目

的。第二是经验性。教学应注重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结合，不能有所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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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育注重传授间接经验，而忽视学生的直接经验，教育目的脱离学生个体本身所具有的原有经

验，学生自身经验被忽视，导致学生的间接经验不能和直接经验相结合，无法更好的理解间接经验，从

而导致教育质量下降。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弥合了传统教育的缺点，主张教育活动是经验的不断重

组与整合，教育目的需要结合教师与学生的经验。第三是教育目的多样性。不同主体需求与特点不一决定

了教育目的的多样性。教育即要关注其目的的多样性，也要关注教育目的的协调性，关注学生的全面协调

性的发展，因为个人是社会的中的个体，社会是许多个体的结合，因此教育既要注重个体需要，也要关注

社会发展，教育不应是外在的、僵化的、终极的教育目的，教育目的应是内在的、动态的、具体的。 

3. 杜威对传统教育目的的批判 

3.1. 传统教育存在弊端 

随着新理念如全民教育、全纳教育、民主教育、终身教育理念的深入，不少教育学者及教育名著对

传统教育目的提出各种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 片面强调功利，忽视教育本体功能。教育本是一种功利性的社会活动，但不能片面强调功利主义

的教育目的，忽视教育还有促进人与社会发展的本体功能，应将人的发展作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教育的

动机被认为是谋求职业而不是渴望学习本身，因此当他们所能找到的工作匹配不上所受的教育时，他们

会选择失业，也不愿从事降低自己身份的事业。教育不仅仅是培训某方面的才能和技能，而是关注人的

全面的知识和才能，以及人格的发展和成长，促进人的完成和自我实现。 
2) 偏重认知发展，忽视技能的培养。传统教育过于注重知识层面的培养，而忽视与生产劳动、生活

的需要，从而与社会相脱离(张文春，屠鑫，2019)  [5]。传统教育内容和方法也过于机械，方法上多采用

讲授、背诵等方式，强调智力培养而忽视实践训练。教育内容、教育过程让传统课堂充满“书呆子气”，

教育从社会生活分离开，将职业届与学校建立鸿沟。现代教育将劳动理念纳入教育目的中，要求学生提

高动手能力，培养劳动观和劳动习惯。而终身教育理念的四大学习支柱中的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则是针

对传统教育弊端提出的，是注重到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 
3) 偏重教师主导作用，忽视个性培养。众多学者对传统教育忽视个性培养提出批判。教育应关注到

学生发展的特性，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积极性。而传统教育往往只关注到教材内容与教师主导性，

忽视学生主体需要和差异。杜威则针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提出以学生为中心，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培养

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而《学会生存》也针对这点提出传统教育过分压抑学生的需求和学生学习主体，

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和个人特点，无法做到因材施教，也没有促进学生的个性的全面发展。 

3.2. 教育无目的论对传统教育目的的批判 

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针对传统教育理论作出相应的批判与评价。首先反对自然主义流派的教育

目的，在自然主义理论上作了批判与借鉴，认同教育目的的自然属性，赞同教育应关注个人的自然发展

和差异性，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社会环境和社会性需要，主张人的发展应该要关注到社会性的发展。其

次以柏拉图、涂尔干为代表人物的社会主义流派，虽弥补了自然主义流派的缺点，但忽视个人的需要和

差异性发展，只关注到人的社会性发展和需要，也引来众多学者批判。最后，杜威也反对纯粹的文化主

义流派，认为纯粹的文化主义流派与个性、社会效率论相对立，忽视个人主体，将个人、社会相分开，

仅关注文化内在的发展，无法实现教育本身的目的。针对这个，杜威提出教育既要关注到人的个性与社

会性发展，也要关注社会需要，为社会和国家发展做贡献。总结来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3.2.1. 反对“教育准备生活说”，主张教育应关注学生的当下生活 
教育如果只关注未来生活，容易忽视学生现有的情况与发展可能性，仅注重为了将来的生活，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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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将失去意义。当下的生活和环境条件也需要考虑进教学中，关注和利用好当下的教育条件生活，

也能创造更好的未来的生活条件。未来可以为现在的发展提供方向和引导。 

3.2.2. 反对外在的教育目的，主张内在的教育目的 
教育是经验的不断重组与改造的过程，是促进学生内在生长，连续发展的过程。理想、抽象的教育

目的忽视学生发展特点和需要，将儿童的发展固态化，单一统一化。儿童的发展具有未完成性特点，教

育目的应根据儿童的发展需要和特点制定，考虑儿童当前的经验和需要，培养儿童创新能力和应对环境

变化的能力，灵活处理突发状况和事件。 

3.2.3. 反对个人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主张平衡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 
从教育价值取向来看，主张个人本位论的代表人物卢梭虽看到了个人主体作用，重视个人需要和特

点，培养个人的独特性和促进个人的自我实现，但却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发展和需要，与社会生产相脱离。

而主张社会本位论的代表人物涂尔干看到了社会需要和社会改造，培养社会责任感和社会生存技能，但

它却忽视学生主体的经验和需要，忽略主体意识和和个人自我实现(凯瑟琳·尤金，曹盛盛，王晓阳，

2017)  [6]。因此杜威主张要平衡二者，既要看到学生主体的需要和经验，也要关注社会改造和生产，培

养人的社会性和个性的统一。 

4. 教育无目的论对新时代育人目标的启示 

4.1. 以素质全满与和谐发展为总体目的 

1) 从素质全面上看，素质教育主要包含一个人的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发展，培养“完

人”的教育目的，既包括知识层面，也包括能力方面的培养。在信息时代，学生应具备辨别有用信息和

获取信息能力，提高信息素养有利于进入职业届和融入社会。信息时代背景下，教学方法和手段都发生

极大变化，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也得到拓展，不再局限于课堂上的教学内容，还有多种媒体通道获取有

用知识。而学生则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对现有知识进行一定的加工和辨析。另外素质教育需

增强学生适应能力。复杂多变的社会不断要求学生适应能力的提高，从而提出终身教育理念，每个人都

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取知识，需要不断抓住和利用各种学习机会，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适应世界的变

革。 
2) 从和谐发展层面看，教育既要发展人的素质，也要促进人的各方面的和谐发展。《学会生存》提

出了和谐发展的“新人”，即具有日益增长的理解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还能在个性的情感与道德方面

建立一种和谐状态，与他人和谐共处，在理性与感性上和谐平衡(陈松涛，2015)  [7]。而现阶段方面的教

育目的也包含了对和谐发展的定义，要求保证智力训练的同时，重视道德、审美、劳动能力的养成，确

保能力与意趣之间的平衡。和谐发展对文化发展提出培养要求，也强调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智力与非

智力因素的平衡，智力与精神情感发展的平衡(刘黎明，2014)  [8]。 

4.2. 注重教育统一原则 

4.2.1. 社会与个人相统一 
育人目标的拟定与实施需要兼顾社会与个人的需要。一方面，教育需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学生的

需要和成长阶段，考虑学生兴趣和经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动机与求知欲。一个好的教学是需要能

引发学生思考，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发教学际遇，师生能够在课堂上有所共鸣。激发学生的学习

动机包括鼓励学生提问，对发现问题、认识问题保持好奇心。学生的学习动机与求知欲的培养有利于提

供终身教育的动力与基础，教育应教会学生学会学习，建立终身学习的理念(程树明，2012)  [9]。另一方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1195


廖雨露 
 

 

DOI: 10.12677/ae.2023.13101195 7703 教育进展 
 

面，教育需要考虑社会的需要，为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人才。这就需要在教学中将社会生活

相结合，引入生活案例，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发展。培养学生的社会化发展，包括社会责任感和共处能力。 

4.2.2. 现在与未来相统一 
未来准备生活理论与当下生活理论应统一，教育既要考虑学生当下生活的体验，也要兼顾学生未来

社会发展需要。在不影响当下现实生活的美好保证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目的有根本目的和具体目

的、长远目的和近期目的之分。根本目的和长远目的的实现依赖于一个个短期目标的实现。因此，育人

目标的确立应包括明确的根本目的，详细的、可行的具体近期目标。而且，目标的确立要结合现实，考

虑各地方实际发展需要，因地制宜的确立教育目标。在教学中，教学目标应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个人

发展情况、自身基础，确立并及时调整教学目标。而教育目的的实现，少不了相应的教学手段，教学实

施中，应时刻保持教育目标的方向与教育目的的一致性。在教育目标中，应注重培养学生学会认知，具

有辨别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汪明春，2011)  [10]。在知识变革迅速的时代，复杂多变的知识不断冲击着

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能够有效学习获取知识和辨别信息成为当下重要特点。教育不再局限于所传授

的知识，还应包括提高认知发现能力。教育应将精力致力于学会认知，获取知识的方法，而不是获得系

统的知识体系。演绎法和归纳法不应该被对立，而应结合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学会批判，发展认知能力。 

5. 结语 

杜威教育无目的的理论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背景下提出来的，给美国

社会经济及世界带来深刻影响。教育无目的论对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社会现实及教育问题有重要借鉴意

义，对我们的教育教学上有众多参考意义。他对教育的辩证理解，为我们研究教育目的提供了新的教育

视角。针对传统教育中存在的以教师为主体，消极对待学生主体以及忽视儿童需要的不当教育做法，杜

威从积极的角度对儿童本位以及儿童发展特征及需要做出阐释。在杜威看来，儿童具有未成熟性和可塑

性，其特征有助于个体获得生长所需的社会能力。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在确定教育目标时应坚持社会与

个人、目的与手段、现实与未来，以儿童潜能重建教育目标，以儿童经验为依据重构教学内容，以儿童

本性为参照重塑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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