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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是现代美国著名的教育家% 他将实用主义

哲学与美国教育实际相结合% 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教

育理论% 对美国以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教育产生了重

要影响& 在以往对杜威的研究中%大多对杜威的教育

目的论只是从表面上给以认识%并附以诸多的微词%
因此过去的研究不乏有断章取义之嫌& 事实上%在杜

威的教育思想中%教育目的论有其自身的体系%在今

天对我们亦有较大的意义&

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完整的表述是,教育过

程 在 它 自 身 以 外 无 目 的 % 它 是 它 自 己 的 目 的 - !%"

+-.+#$& 换句话说%教育目的寓于教育过程*教育活动

之中% 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活动中产生的疑难问题

所形成的副产品% 是教育活动设计的结果或预期的

后果& 而不是由教育过程以外的社会*政治需要所决

定的& 他说,教育本身无目的& 只是人%即家长和教师

等才有目的& -!%"+-.%%#$从而鲜明地提出了,教育无

目的-理论& 即教育目的只存在于,教育过程以内-%
不存在,教育过程以外-的目的&

在杜威看来,目的-有其独特的意义& 它是一种

可预见的目标%是自然过程的结果& 他说,所谓的目

的%就是我们在特定情景下有所行动%能预见不同行

动所产生的不同结果% 并利用预料的事情指导观察

与实验-!%"+-.%%*$& 据此%他认为良好的目的标准有

三 !%"+--.%%"$%%!$.第一%所确定的目的必须是现有

情况的产物%也就是说目的来源于实际情况)第二%
目的是实验性的%即目的必须是灵活的%在行动中受

到检验时%它会不断得到发展)第三%目的和手段是

相互转换*不可分离的/ 在此基础上%杜威又进一步

提出良好的教育目的亦有三个标准 !%"+--.%%#$%%+$.
%$必须注意特定儿童的固有活动和需要%成人的成

就可以作为尺度来观察儿童的活动% 但不能把成人

的成就定为固定的目的% 而不顾受教育者的具体活

动)!$ 必须能转化为与受教育者的活动进行合作的

方法),$教育者必须警惕所谓一般的和终极的目的&
由此可见%杜威的,教育无目的-所否定的是教育的

一般的*抽象的目的%而他所提倡的教育目的实际上

是指每一次具体教育活动的目的&

杜威的教育目的论是建立在对传统教育目的的

批判继承基础上的& 他认为%传统的教育目的是属于

教育过程以外的* 从外面强加于教育过程的& 这种

,从外面强加给教育活动的目的%是固定的%呆板的)
这种目的并不能在特定的情境下激发智慧% 不过是

从外面发出的做这样那样事情的命令& 这种目的并

不能直接和现在的活动发生关系%它是遥远的%和用

于达到目的的手段没有关系& 这种目的不能启发一

个更自由*更平衡的活动%反而阻碍活动的进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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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上!由于这些从外面强加的目的的流行!才强调

为遥远的将来做准备的教育观点! 使教师和学生都

变成机械的"奴隶性工作#$!%&"#!!$’( 这种)教师从上

级机关接受这些目的**教师把这些目的强加给儿

童( 第一个结果是使教师的智慧不能自由+他只许接

受上级所规定的目的( 教师很难免于受官厅督学,教

学指导书和规定的课程等等的支配! 使他的思想不

能和学生的思想以及教材紧密相连-$!%&""#%&’()’(
因此! 传统的教育目的更多地强调社会和教师及家

长的需要!强调教育为将来做准备!而忽视学生本身

的需要! 忽视学生的活动以及学生现时的兴趣和经

验(
在杜威看来!儿童的本能"冲动"兴趣所决定的

具体教育过程就是教育目的( 为此!他创造性地提出

教育的本质...教育即生长! 杜威认为人的发展是

以天生的本能为基础的生长过程! 而生长的首要条

件是未成熟状态! 因为正是儿童的未成熟状态决定

了儿童有极强的可塑性( 在杜威那里!)可塑性乃是

获得习惯或发展一定倾向的能力-$!%&"#%)’!而)习惯

的重要性并不止于习惯的执行和动作的方面! 习惯

还指培养理智的和情感的倾向! 以及增加动作的轻

松,经济和效率-$!%&"#%*’!这样生长便包含了明确的

教育结果( 于是!杜威把教育与生长等同起来!提出

)教育即生长-( 由于这样的教育本质观!决定了杜威

的)教育无目的-的教育目的观( 因为他认为)既然实

际上除了更多的生长!没有别的东西是和生长有关!
所以除了更多的教育! 没有别的东西是教育所从属

的-$!%&"#%%’!即生长的目的是更多的生长!教育的目

的是更多的教育+即所谓的)教育的过程!在它自身

以外没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 他认

为!社会,政治需要所决定的教育总目的是)教育过

程以外-的目的!是一种外在的,虚构的目的!具有静

止的性质!它始终是一种固定的,欲达到和占有的东

西! 它会使教师和学生所从事的活动变成为获得某

个东西而采取的不可避免的手段! 活动就失去了自

身的意义(

事实上!杜威并非否认教育以外的目的!只是反

对外部的违背儿童自然规律的强加于他们的目的!
他认为外在的社会条件与儿童的教育过程相一致的

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是最适合)生长-的条件( 在

杜威看来!民主概念有两个尺度!一是以社会成员共

享利益的多寡为尺度+ 二是以社会各群体间交流互

惠为尺度( 他说/)民主主义社会不仅是一种政府的

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

经验的方式( -$!%&"#,*’所以!民主社会关键在于经验

的交互作用上( 在民主制度下!由于不同的个体拥有

各自特定的教育目的! 每一个特定的教育目的又对

应着一种经验类型! 当不同的具体的教育目的间相

互作用时!与之相应的是经验的交互作用( 他认为只

有如此! 教育才能训练每个人养成有秩序地促进社

会变迁的反省习惯( 因此!民主主义的教育标志之一

就是学习者可以自由地检验各种思想,信念和价值!
一切既存的事物都可以成为批判性地探索, 研究和

改造的对象( 这样!杜威实际上是把)民主-作为一种

目的寓于教育过程之中的! 它与教育过程内在的目

的互为条件,互为表里,互为因果( 杜威曾反复告诫/
民主主义不是一种形式主义! 它是一种共同生活的

方式!因而用不着把当前的民主主义形式,概念和态

度强加于儿童身上! 只要儿童在活动中经验不断生

长! 不断得到改造! 也就表明他们已在发展自己的

)民主主义生活方式-了(
不难看出!杜威并不真正认为)教育无目的-!他

一方面是将)生长-的心理学意义与)民主-的社会学

意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另一方面!他在论述教育的

终极目的时也寓意了教育的 )改变社会性质- 的目

的( 他认为)教育即生长-!而)生长的理想归结为这

样的观点!即教育是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组和改造(
教育始终有一个当前的目的! 只要一个活动具有教

育作用! 它就达到这个目的! 即直接转变经验的性

质-$!%&"#&!’( 据此!杜威提出)教育即改造-!或者说

)教育就是经验的改造或改组-( 而这个)经验的改造

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社会的-!只不过)进步的社会

力图塑造青年人的经验!使他们不重演流行的习惯!
而是养成更好的习惯! 使将来的成人社会比现在进

步-$!%&"#&+’( 即进步的社会!是通过改变青年人的经

验以实现其改变社会性质的目的的( 由此我们可以

看出! 杜威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塑造青年的同时改造

社会!但是塑造青年只是教育的起点!通过学校培养

出适合社会生活需要的人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才

是教育的归宿( 杜威之所以反对)外面强加-的目的!
不提及)教育的社会目的-这个概念!是因为他认为

从外面强加的目的! 强调为遥远的将来做准备的教

育观点!会使教师和学生的工作变成)机械的,奴隶

的工作-!并非没有社会目的( 我们仔细分析其所说

的教育的具体目的可以看到! 其实社会的影子在杜

威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 他曾引述一位近代作家

-.#*!*))% 姜俊和/杜威的教育目的论及其启示 0 *$ 0



! !" ! 外国教育研究 !##$ 年 第 ! 期

四

这样一段话"#引导这个男孩读斯各特写的小说$不

读旧的斯留斯写的故事%教这个女孩缝纫%使约翰根

除横行霸道的习惯%准备这一班学生学医$这些都是

我们在具体的教育工作中实际所有的无数目的的几

个例子& ’(%)*&’%%(+从中可以看出$所谓有选择地读

小说,叫女孩子缝纫,根除霸道的习惯,准备要学生

行医等等活动或称主动作业$ 其实都是使个人社会

化的过程$ 是实现民主主义社会所必需的& 由此可

见$ 改良社会的目的一直潜伏在杜威有关教育目的

的论述中$只是杜威巧妙地将其#改造社会’的教育

目的与#教育除自身以外没有其他目的’的教育目的

融合在一起了&

从对杜威的教育目的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

以下的启示&
%’对教育目的应从现实与未来两方面进行认识&

首先应把事实作为起点$而不是从理想和原则出发&
遗憾的是目前仍然流行一种抽象遥远的教育目的$
许多人仍然坚持教育的目的 #是为未来美好生活做

准备’的$杜威认为这一观点的不良后果是#丧失动

力’$助长了犹豫不决和拖延$使人不得不极大地求

助于利用外来的快乐和痛苦的动机等等 (%)*&&’$")
*#+& 杜威的批评是有其合理性的$同时应该说教育

在客观上也确实存在为未来生活做准备的性质& 但

我们在认识现行的教育目的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

现实生活$使人产生一种望#目的’ 兴叹之感$其结

果必然是教育目的看起来是高尚的$ 听起来是美好

的$ 但实施起来是牺牲现在的利益去追赶幻想的未

来$到头来学生所获得的多为空洞陈腐的观念$僵化

的教条以及一些杂乱的知识$ 学生一旦走出校门才

觉得原来自以为为未来生活做准备的行为$ 其实是

自欺欺人$与其说为未来生活做准备$不如说是在浪

费金贵的年华& 因此对教育目的的研究认识$必须从

现实的角度出发$ 能够受到实际的教育目的的检验

和证实$而不是虚幻的追求未来的外在的教育目的&
诚然$ 我们提倡教育适应生活并不只是追求庸

俗的急功近利的教育$真正的教育具有适应生活,准

备未来的生活的双重性&
!’ 教育目的的制定必须考虑青少年心理的适应

性和社会需求的适应性& 青少年与社会是思考教育

目的的双重起点$教育目的既具有个人的性质$又内

含了社会和道德的意义& 教育目的的功效在于调整

具有内在价值的个人经验和具有客观价值的社会文

化遗产$使两者趋于平衡& 目前存在一种只想到社会

的需求,家长的心愿$而无视儿童心理特点的教育目

的失衡现象$许多家长,教师自觉不自觉的把#自己

的目的’当作儿童成长的目标$从来不考虑或很少考

虑儿童的意愿$不考虑#自己的目的’是否被青少年

所理解$是否切合青少年的需要$这势必造成如杜威

所列出的农民不顾环境情况提出一个农事理想那样

荒谬可笑的结果& 这种使具有内在价值的青少年个

人经验与具有客观价值的社会文化遗产失衡的教育

目的$ 实际上是过去的那种把儿童当作小大人的产

物$ 人们总是倾向于以成人的标准去衡量儿童& 当

然$不能完全排除家长,教师的力量与可能性$但是

以家长, 教师的力量塑造儿童必须以青少年儿童内

部的源泉为基础$ 而不是以牺牲青少年儿童的天性

和内部倾向为代价&
+’ 教育目的不应仅仅保存与传递现有的社会理

想,价值观$或再现过去的社会状态$还必须具有对

流行的社会价值观进行评析和批判的职能& 因此$教

育目的必须紧密联系教育过程& 使教育者,受教育者

作为一个主体参与教育目的的制定过程$ 而不是旁

观者& 在我们现有的教育目的中$在某种程度上存在

#外面强加’性$教育目的由外来的命令决定$杜威对

此指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经验自由发展

而来$他们有名无实的目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目的$
而是达到别人隐藏着的目的的手段& 他认为$官方将

社会流行的目的强加于教师$教师又强加于儿童$其

思想不能与学生的思想及教材密切相连$ 学生常常

处于两种目的的冲突之中$ 从而诱使学生压抑隐藏

自己的真正目的$刻意奉迎来自外部的目的$长此以

往便孕育出一种扭曲的双重人格& 不仅如此$更为可

怕的是有些学生误入歧途$逐渐泯灭了主体意识$养

成一种习惯于受外部目的支配的奴性人格$ 这种人

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目的’在哪里&
不仅如此$由于教育目的的外部给定$它又总是

倾向于再现过去的社会状态$ 传递与复制过去的社

会价值观$ 造成了人们对社会无意识中形成的价值

观,理想,行为方式的依附作用$从而失去了对现有

社会价值观的改造功能$ 也使教育目的内部丧失了

自我改造的可能性$ 这样的教育只适用于人类经验

的静态保存$而不适用于对它的动态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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