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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重建经验概念的课程价值

马 开 剑

(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

山东聊城 25 2059 )

摘 要 作为杜威教育理论中最基本
、

最核心的概念
, “

经验
”

概念的动态特征更能彩显杜

威理论的精髓
,

杜威对传统
“

经验
”

概念的改造与超越其意义也正体现于此
。

这启示我们
,

在课

程研究 中要树立
“

关 系存在
”

整体课程观 ; 树立
“

经历
、

体验
”

课程观和
“

探究
、

反思
、

行动
”

课程观
,

要关注生活本真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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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经院哲学的斗争中
,

英国 13 世纪实验自然科学的旗手罗吉尔
·

培根第一次提出了
“

经验
”

概念
。

此后
, “

经验
”

概念被西方许多哲学家所广泛使用
,

特别是 17
、

18 世纪的哲

学家
,

都曾把
“

经验
”

概念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重要概念甚至是核心概念来使用
。

“

经验
”

在杜威的教育理论中
,

是最基本
、

最核心的概念
。

杜威本人也格外看重经验的

价值与作用
,

认为一盎司经验能胜过一吨理论
,

以致
“

离开经验的理论
,

甚至不能肯定被理

解为理论
’ , 。

川体 `58) 他甚至自认为其教育哲学是
“

属于经验的
、

操诸经验的和 为着经验的
” ,

其重要命题之一
“

教育即经验的改组和不断改造
”

就充分地表 明了这一点
。

但是
, “

经验
”

概念也是杜威教育理论中歧义最多
、

最难以理解的概念
,

这不仅因为杜威
“

经验
”

概念的深

奥
、

抽象与复杂
,

而且还在于传统哲学的经验观在人们心 目中的根深蒂固
。

在寻求对
“

经

验
”

概念多重视角的研究中
,

笔者发现
,

杜威对
“

经验
”

概念的重建过程及重建后的动态特

征
,

堪作探讨
“

经验
”

概念的另一
“

发现之旅
” ,

并对课程研究具有多重启迪
。

一
、

杜威
“
经验

”
概念源于对二元论的批判

在知识观的问题上
,

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存在着理性 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峙
。

理性主义早

期代表如柏拉图和笛卡儿等人认为
,

人脑中存在着天赋
“

观念
”

或
“

纯粹理性
” ,

认为
“

理

性
”

赋予人们以理性认识的能力
,

人们藉此可以获得事物的共相和本质
,

这种事物的共相与

本质就是知识
,

知识作为理性认识的结果与外界无关
。

近代哲学家如康德等也强调知识构成

中的理性成分和理性作用
,

认为理性具有将感觉材料综合统一的功能
。

但实际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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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他之前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共有 的前提预设
,

即理性形式与感觉材料的二元分裂
,

他

所说的综合统一实际是基于内部分裂的
。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
,

知识即是理性认识的结果
,

而

由感官所获得的关于外界的感性经验是混乱的
、

不可靠的
,

只有由理性获得的知识才是清晰

可靠的
。

与之相反
,

经验主义者如洛克等人则诉诸经验
,

抨击所谓的
“

纯粹理性
”

概念
,

认

为人类的知识来源于人脑被动地
、

孤立地受纳 的感觉经验
,

他们反对任何先验的观念和范

畴
,

认为经验是人脑和其他感官对外部世界的忠实反映
,

知识就是经验
,

知识就是外在于理

性的事物
。

然而
,

在杜威看来
,

尽管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存在对立
,

但他们却共有一个前提性

的假设
。 “

哲学家们之间的这些极端不同的哲学有一个共同的前提
,

而且其所以彼此之间有

分歧正是由于接受了一个共有的前提
” ,

z[] 体 ’ 95) 这个共有的前提即二元论假设
,

表现为理性

与经验
、

物质与精神
、

经验与自然
、

心灵与外界
、

主体与客体
、

行动与对象
、

形式与内容等

之间的分裂
。

基于这种二元分裂
,

传统哲学也因而把经验看成是偶然的
、

不确定的主观意

识
,

且彼此之间没有内在关联
,

认为
, “

经验总是和变化中的东西
、

和无法解释的变幻莫测

的东西以及形形色色变化多端的东西有着根深蒂固无法根除的联系
。

经验的材料本来就是变

化无常和不可信赖的
。

经验是混乱的
,

因为它是不稳定 的
” 。

〔’ 〕( PP 282
一

283 )这样
,

经验本身不

但无助于人们对自然的把握
,

甚至还成为了理性进人自然的屏障
,

要把握自然
,

似乎只有通

过超验的途径
。

这种认识给哲学发展造成了一系列的难题
,

如
:

外部世界怎样影响内部的心

灵而心灵又是如何能够跑出去把握那些按照定义就与之对立的外部事物 ? 知识的本质究竟是

什么 ? 等等
,

这些难题使哲学
、

使认识论陷入了困境
。

于是
,

杜威认为要复兴哲学
,

就不能走他称之为
“

内在的保守主义
”

的第一条道路
,

只

有走质的转换的
“

第二条道路
” ,

即在本质上进行概念转换
。

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
,

杜威在哲学取向上开始寻求
“

一种相互依赖与彼此维系的统一 的感觉
” 。

在理性与

经验的关系上
,

杜威打破了二者的分裂与对立
,

认为
“

理性在经验之内运行而不是在经验之

外运行
,

… …理性是经验所固有的
,

它使过去的经验得以纯化
,

使过去经验成为发现和进步

的工具的因素
” 。
〔̀ ] (PP 242

一

243 )由此可见
,

杜威消解了理性与经验之间的对立
,

而使之走向关

联
,

从而也使人类的知识观发生了转向
,

理性与经验由分裂
、

对立走向统一
,

二者统一于个

体的经验之中
。

杜威正是在对传统哲学二元分裂前提性假设的反思与批判中开始了对
“

经验
”

概念的重

建
。

二
、

杜威对
“
经验

”
概念的重建

黑格尔将感觉材料视为理性自身内部的有差别的组成部分
,

主张物质与精神
、

神性与人

性
、

主体与客体的综合与统一
,

认为
“

真理是全体
”

s[] 伟 ’ 2
;) 实验科学的发展

,

给杜威 以启

发
,

认为
“

经验即实验
” ; 达尔文主义则使杜威开始致力于寻找事物之间

“
相互依赖与彼此

维系
”

的关系性存在
。

对所有前人成果的合理继承与超越构成了杜威重建
“

经验
”

概念的思

维基础
,

也集中地体现了杜威对传统哲学中二元分裂假设的反思与批判
。

在杜威那里
,

经验不再像传统哲学那样仅仅被看作是通过感官被动地获得的关于事物的

一些凌散的感觉印象
,

而是关于事物的
“

关系性存在
”

的刻画
,

是主体与环境事物相互作用

的过程
。

主体不仅受环境事物的塑造
,

同时也对环境事物加以改变
。 “

经验包含一个主动的

因素和被动的因素
,

这两个因素以特有形式结合着
。

只有注意到这一点
,

才能了解经验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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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

在主动的方面
,

经验就是会鱼— 这个意义
,

用实验这个术语来表达就清楚了
。

在被动

的方面
,

经验就是巫受结果
。 ” 【̀饰

·

`53) 这里
,

杜威对
“

经验
”

的认识显然包含了不同于传统

的意义
, “

经验变成首先是做 ( do ign ) 的事情
” 。

在经验过程中
,

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通常意

义上所看重的
“

结果
” ,

而是
“

尝丛
”

或者
“

承受
”

等
“

做
”

的行动
,

是我们作用于事物
、

而事物也在作用于我们的行动过程
。

在这个
“

交互融通
”

过程中
,

主体与环境事物之间的关

系不再是对立的
,

而是一种关系性存在
。

经验不是主体对于环境事物的被动
“

印象
” ,

而是

一种主动
“

契人
”

自然事物后的感受性获得
。 “

经验… … 不再只是自然的微不足道的浮云或

遮人眼 目的景象
,

经验能够契人 自然而至其深处
。

通过这种方式
,

经验使其所把握的意义得

以充分扩展
,

并能使它无所不及
”

;[’ 饰助而且
,

更 由于经验内在地包含着理性
,

所以
,

经验

自身具有结合和组织的功能
,

自身就具有一种
“

活性
”

或 曰
“

动力性
” ,

它引导着主体利用

既往经验去经受更新更好的经验
,

形成
“

经验的改组和不断改造
” ,

因而也就无须一个外在

的所谓理性去促成经验的改造
、

扩充与加深
,

从而最终达到与把握学科逻辑体系相吻合的经

验水平
。

我们能体味到
,

杜威将理性与自然对象不是看作对立存在
,

而是视为一种
“

彼此维

系
”

的关系存在
,

两者统一于经验之中
,

统一于经验的过程之中
,

统一于经验的行动与反思

之中
。

在 《哲学复兴的需要 》 一文中
,

杜威认为他的经验观较之传统经验观在如下五个方面存

在显著的不同
。
〔5〕

1
.

传统的
:
经验主要被作为知识的事情

。

新的
:

我们要看的不仅仅是过去的奇观
,

而更关注于生命体与他所处的物理的与社会的

环境的交互作用
。

2
.

传统的
:

经验是一种心理的事情
,

并为主观性所浸染
。

新的
:

经验指的是真实的客观世界
,

它进人人的活动和人的境遇
,

并随有机体作出的反

应而调整
。

3
.

传统的
:
由于所有的事情都是基于既定的理论而被认识到

,

所以
,

唯一有价值的仅

仅是过去
。

记录业 己发生的
,

参照先例被信奉为经验的本质
。

经验与
“

所与 ( ig
v en )

”

联 系

在一起
。

新的
:

经验本质上是实验的
,

是一种改变
“

所与
”

的努力
,

他以预测将来
,

探求未知领

域
,

与未来联系为其显著特征
。

4
.

传统的
:

传统经验主义是一种原子主义
,

连续性与经验无涉
。

新的
:

经验与环境交互作用
,

联系内在于经验之中
。

5
.

传统的
:

经验与思想是对立的范畴
,

推理在经验之外
。

推理要么是无效的
,

要么仅

是把经验作为跳板
,

跳进本质界
。

新的
:

经验充满推理
,

任何意识得到的经验都是经过推理得到的
,

反思是 自然而恒长

的
。

很显然
,

杜威重建的
“

经验
”

概念在内涵上具有完整性
、

统一性
、

联系性
、

一体性的特

点
。

经验后的收获
、

经验的过程
、

经验的方式
、

经验中的思维都是一个统一体
,

都是
“

彼此

维系
”

着的关系存在
,

且它们都与环境和历史密不可分
,

涵盖了个体生命活动中与环境相互

融通
、

彼此作用的生长历程
。

在这样的一个
“

经验
”

概念中
,

经验主体与对象也不再分离
,

而是统一于主体的行动中
,

因而经验又具有了能动性和实践性
。

显然
,

杜威在批判了二元论

后
, “

经验
”

概念在内涵上已经发生了深刻转变
,

这正是我们把握杜威经验概念的关键
。

2 4



三
、

重建后
“
经验

”
概念的动态特征及其符号表征

杜威强调
,

他的
“

经验
”

概念属于詹姆斯所说的
“

双义语
” 。

所谓
“

双义语
” ,

是指
“

经

验
”

是个具有原始意义的整体
,

在这个整体中
,

主体与客体
、

行动与材料同处于一个不可分

割的总体中
。

这一点很符合他的整体世界观
,

他说
, “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乃是两类成分合

成的一个牢不可破的混合物
,

… …它们并不是机械地混合在一起
,

而是生长在一起
,

就像麦

子和稗子一样
。

我们可以把它们认出来
,

但是不能把它们分开来
,

因为它们与麦子和稗子不

同
,

是同根生的
’ , 。

e[] 体 207 )同样
,

作为
“

双义语
”

的
“

经验
”

所包含的
“

两类事物
”

也不是

机械地
“

静置
”

在一起
,

而是在
“

相互作用
”

的运动中
“

彼此维系
”

在一起
,

它是一个综合

体
。

经验
“

既包括人们所做的
、

所经历的事情
,

人们所追求的
、

所爱的
、

所相信的
、

所忍受

的事情
,

也包括人们怎样活动
,

人们的行动
、

遭遇
、

意欲和享受
、

观察
、

信仰和想象的方

式
,

总之包括各种经验的历程
” 。

[’] 怀 ’ 0) 我们看出
, “

经验
”

包括两层意思
:
一是经验的事物

,

二是经验的过程
。

显然
,

杜威更加看重的
,

则是其第二层意思
,

即强调
“

经验
”

是有机体与

环境事物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

循此
,

当我们的行动所产生的环境变化又回过来影响我们并使

我们自身也发生变化时
,

我们自身的这种变化就有了意义
,

我们也就获得了经验
。

正是通过
“

相互作用
”

导致作用双方都在发生变化
,

从而使个体的经验从一种状态改造为另一种状态
,

双方的相互维系关系也达到一种新的水平
。

至此
, “

经验
”

概念的动态特征显露端倪
。

从词性上来看
, “

经验
”

不仅具有名词属性
,

指经验过程造成的结果
,

更重要的是它还

具有动词属性
,

指相互作用的
、

动态的经验过程
。

经验作为动词
,

最起码具有经历
、

体验之

意
,

它显然与经历
、

体验的对象所留给人的印象不同
。

杜威在其教育论著中
,

对
“

经验
”

概

念的动态性使用了多种表征符号
:
相互作用

、

方法
、

探究与思维
、

行动 (做 ) 等
,

这些语词

符号都从各自的角度表征了
“

经验
”

概念的动态特征
。

1
.

相互作用

在杜威看来
, “

被经验到的并不是经验
,

而是自然— 石头
,

植物
,

动物
,

疾病
,

健康
,

温度
,

电力等等
。

以某些方式起着相互作用的事物
,

乃是经验
” 。

e[] 体 ’卿在相互作用中
,

主

体既经历行动
,

又承受行动后果反过来对其自身所产生的影响
,

因而
,

经验是行动和行动后

果的结合
。 “

经验
”

的意义不仅表示
“

相互作用
”

后 主体所达到的经验水平
,

更侧重于由一

种经验水平经相互作用上升为更高经验水平的互动过程
。

杜威的经验理念恢复了古希腊哲学

家关于经验是实践的
、

行动的
、

主动的这些 内涵
,

但摒弃了启蒙时代哲学家关于经验是被动

获得的孤立的感性印象这层涵义
,

显示了杜威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
。

2
.

方法

杜威还将经验看作是人们认识自然
、

探索自然奥秘的方法
。 “

自然和经验是和谐地并进

的— 经验表现为认识自然
、

深人自然奥秘的方法
,

并且是唯一的方法
,

… …研究科学的

人
,

一定要应用经验的方法
,

他的发现才能被大家看成是真正科学 的发现
。 ”

e[] 体 ’ 95) 不仅如

此
, “

经验方法乃是唯一能够公平对待
`

经验
’

这一无所不包的整体的方法
。

只有它
,

才能

把这个完整的统一体当作哲学思想出发点
。

其他的方法则是从一种反省的结果出发
,

而反省

是把已经经验的材料与经验的活动和状态割裂为二的
” 。

困体期 )经验的方法论意义由此可见
。

3
.

行动

承上所述
,

方法一定是行动的方法
。

忽视经验的主动与行动因素
,

正是传统哲学的致命

缺陷
,

而杜威强调
“

经验首先是做的事情
” 、 “

求知 即行动
” ,

那种经院式
、

贵族式
、

权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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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方式及由此所得 的
“

知识
”

在杜威这里都失去 了价值
。

所谓
“

从做中学 ( do ing 场

le a m in g ) 就是从
“

行动
”

中感受与提升经验
。

可见
,

杜威的经验概念是融合于行动中的
,

行

动是杜威
“

经验
”

概念的生命力所在
。

4
.

探究与思维

杜威认为
,

经验中的行动一定是探究的行动
,

离开 了探究
,

经验便没有 了任何意义
。

个

体的知识既不是
“

内发的
” ,

也不是
“

外砾的
” ,

个体只有亲 自参与探究行动
,

并在探究 中进

行反省思维
,

经验才具有意义
。 “

没有某种思维的因素便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经验
。 ”

川 ( p
·

’ 58)

“

思维就是有意识地努力去发现我们所做的事和所造成的结果之间的特定的联结
,

使两者连

接起来
。 ”

川 ( p
l

`59) 其实
,

在杜威的理论中
,

思维与探究
、

问题解决基本是同义语
,

而且
,

所

有的反省思维都起始于有待于解决的
、

直接的
、

不确定的
、

有问题的情景
, “

思维起于直接

经验的情境
。

人们不会无故思维
,

思维也不会凭空而起
” 。
〔“饰

2
13) 他还提出了

“

反省思维
”

的五个要素
: 困惑情境

、

问题界定
、

方案假设
、

推敲筛选
、

行动检验
。

相互作用
、

方法
、

行动
、

探究与思维都是关于经验的动态特征的刻画
,

此外
,

改造
、

扩

展等语词也是杜威用来表征
“

经验
”

概念动态特征的常用术语
,

所有这些语词都是一体的
、

不可分裂的
。

经验不是主体通过感官被动获得 的感性印象
,

也不是主体片段体验的简单累

加
,

而是一个思维的
、

探究的
、

积极主动的
、

开放的
、

创生的
、

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行动过

程
,

一个个体经验得到持续改造的过程
。

四
、 “
经验

”
概念的动态特征之于课程观的启迪

以动态的眼光来看杜威的
“

经验
”

概念
,

可以有效地促进我们祛除传统的
“

经验
”

概念

观
,

刺激和提醒我们从动态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之
。

当我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
,

发现它带给课

程研究的启迪是深刻而多重的
。

1
.

树立
“

关系存在
”

整体课程观
:

课程与人的关系调整

杜威的哲学观具有明显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

其经验概念也具有这种特征
,

它在课程上体

现为课程与多方面因素的不可分离性
。

由此
,

课程 内容与其实施方式即课程与教学就具有不

可分离性
。

更重要的
,

对课程中的
“

两个
”

关键人物
:

教师与学生
,

必须进行
“

课程与人
”

的关系调整
。

在传统的概念中
,

课程与教 师
、

课程与学生都是
“

对立存在
” ,

至少是一种
“

分裂存在
” :

课程是专家挑选出来摆在那儿供教师教
、

学生学的
,

老师照本宣科
、

学生机械

接受即可
,

教师与学生之于课程都没有建设意义
,

教师和学生都是学科知识的
“

旁观者
” ,

这对于教师与学生在课程中的创生意义造成了极大的约束
。

杜威
“

经验
”

概念从根本上揭示了课程与教师
、

课程与学生之间的那种
“

相互依赖与彼

此维系
”

的
“

关系存在
” ,

教师
、

学生之于课程并不是机械的
、

被动的
,

而是主动 的
、

建构

的
,

教师和学生是课程的灵魂
,

他们对于课程具有不可漠视的核心性创生价值
。

经验的内核

既有物
,

更有人
。 “ `

经验
’

既指耕种的土地
,

播下的种子
,

获取的收成
,

日和夜
、

春和秋
、

干和湿
、

热和冷的变化
,

以及人们观察
、

恐惧
、

期望的东西 ; 它也指那个耕种和收割的人
,

那个工作
、

享乐
、

希望
、

畏惧
、

筹划
、

求助于巫术或化学的人
,

那个垂头丧气或得意洋洋的

人
。 ”

01[ 伟 202 )由此
,

我们说
,

经验即课程
,

教师即课程
,

学生即课程
。

2
.

树立
“

经历
、

体验
”

课程观
:
全面关注学生的过程体验

根据杜威的经验观
,

知识并不能先于或者外在于学习者而孤立地存在
,

学习者的经验过

程与课程内容是相互联系的整体
,

学生的经历
、

体验既是课程学习的条件之一
,

又是课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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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重要部分
。

没有学生亲 自参与的过程体验融人其中
,

课程也就失去了灵性
。

传统课程的

重大缺失就在于没有充分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体验
,

也由此失去了课程的许多创生点
。

“

经历
、

体验
”

课程观在后现代课程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

后现代课程理论专家按

照
“

课程
”

的原初意义
,

使用
“

课程
”

的动词形式
“ C u

err er ( ot ur n a

acr ec ou o e ,

即经历课

程 )
”

来建构后现代课程大厦
。

他们认为
,

学习者本人是课程意义的生成者与诊释者
,

课程

构建要围绕学习者本人的
“

经历
”

与
“

反思
”

来进行
。

课程要提供一种充满情感
、

富有思

考
、

感受多重的真实体验 ( il ve d e xP e ir e cn e
)

,

课程应是关注个体自身体验的一种生命历程
,

其中既有认知的
,

又有情感的
,

既有对自然
、

社会的体验
,

也有对人际关系的切身感受
。

这

里
,

我们隐约可以从中窥探后现代课程观与杜威经验概念之间的某种渊源
,

且重视
“

经历
、

体验
”

则凸显了以学生为本的当代课程理念
。

3
.

树立
“

探究
、

反思
、

行动
”

课程观
:
彰显学习者主体性

虽然传统课程也强调学生的主体性问题
,

但始终没有在实践上解决好
,

问题还是出在课

程观上
。

传统课程观基于学生是
“

知识的旁观者
”

的假设
,

让学生在
“

静坐
”

中接受教师所

传
,

是不可能真正地显示出学习者的主体性的
,

所以必须转变
,

树立
“

探究
、

反思
、

行动
”

课程观
。

在杜威的经验概念中
,

探究
、

反思
、

行动是贯通一致的
,

探究和反思都是处于行动的过

程之中
。

在其
“

从做中学
”
的命题中

, “

做
”

不是机械的肢体运动
,

而是探究性的
、

富于反

省思维的
。

反省思维的作用
,

就在于通过探究性行动将经验到的模糊
、

疑难
、

矛盾和某种纷

乱的情境
,

转化为清晰
、

连贯
、

确定与和谐的情境
。

真理只会是探究性的
,

也只有在反思性

的行动中才能获得
,

且永无止境
。

探究
、

反思
、

行动是主体的基本属性
,

探究是主体的探

究
、

反思是主体的反思
、

行动是主体的行动
。

所以
, “

探究
、

反思
、

行动
”

课程观
,

是真正

的主体性课程观
,

是切实彰显学习者主体性的课程观
。

4
.

树立生活课程观
:

关注生活本真世界

在学生的生活世界里
,

充满了大量的
“

原初经验
” ,

而这些原初的经验正是教育的起点
,

从这些原初经验具有的整合性中
,

学生可以认识到经验世界的整体性
。

根植于
“

原初经验
” ,

经反思性经验历程
,

学生获得或达到
“

反省经验
” ,

实现对
“

原初经验
”
的改造

,

这个过程
,

简单说就是基于经验
、

经过经验
、

改造经验
。

而主体在其间的感受
,

是任何书本或地图都替

代不了的
,

正像不能取代他们实际的旅行
。

但
“

反省经验
”

最终又必须返回改造后的
“

原初

经验
”

并接受其检验
,

从而获得意义
,

得到生长
,

这正是杜威哲学的
“

实验主义
”

品格
。

但是
,

学校里的
“

学科世界
”

与自然本真的
“

生活世界
”

的距离正越来越大
,

学科的分

化将原本完整的生活世界分割得支离破碎
,

编造的习题使学生正失去与原初经验相似的经验

情境
。 “

在学校里
,

学生思维训练失败的最大原因
,

也许在于不能保证像在校外实际生活那

样
,

有可以引起思维的经验的情境
。 ’

,e[ v(] 214 )杜威在其专著中还特别地描述了一个故事
:
同

样的数字
,

学生做习题时算错了
,

而在去木材行实际购买木材的情境中
,

学生的计算却准确

无误
,

杜威认为原因就在于实际情境的作用
。

为此
,

杜威提出
“

经验即生活
” ,

并毕生倡导

和实施
“

主动作业
” 。

主动作业
,

就是复演社会生活中进行的某种工作或与之平行的活动内

容
,

它最主要的特点是适应儿童原初的生活经验
。

经过杜威的重建
,

经验概念激活 了知识的
“

活性
” ,

也给我们带来了崭新的思维方式
。

但同时也要警惕
, “

经验
”

概念中的
“

关系
”

思维有可能导致行动主体与行动对象的
“

边界
”

(下转第 3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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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结语 :问题永难终结

以上所提出的措施的策略减少或希望能克服课本社会化媒介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
。

然

而研究策略的范围及特点
,

特别是与研究循环有关的策略与特性产生了新的问题
,

主要是技

术性与伦理性的
。

首先
,

这些策略的贯彻执行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劳动
。

其次
,

大多数所建议

采用的集约的方法限制了取样的规模
,

这就反而产生了普适性的问题
。

因此
,

我们不得不特

别努力挑选最有代表性的学生群体或班级
。

第三
,

集约性对策如课堂观察
、

实验研究
、

小组

碰头会记录有可能影响学生学习和社会化的自然进程
,

这样就出现了结果偏差并产生了伦理

问题 (然而
,

课堂观察者经常相信他们的在场不会影响教学 ; oJ he sn en 19 9 3 )
。

最后
,

集约而

费时的方法在激发教师和学生参与研究的问题上也会出现问题
。

虽然教师可乘机利用研究结

果来改进教学而表现出参与的兴趣
,

但学生却看不到这对他们的学习有什么补偿作用
。 “

研

究结果是用来改进课本
,

从长远看
,

是为了改进社会
”

之类的解释对十几岁的青少年而言几

乎没有说服力
。

很显然
,

评分是不能给的
。

换句话说
,

在社会科学中总有些部分不能解决的

方法论问题存在 ! 这样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像通过课本促使学生社会化这样重要的
、

复杂的社

会学现象不值得认真探讨
。

`周险峰 译 )

注 释
:

①我用
“

教育媒介
”

一词特指学校课本
,

但也指所有的出于教育 目的而生产的可能的文本
、

图画说明
、

影片
、

计算

机程序
,

等等
。

教育媒介的 目的即是想告知读者
、

观众
、

听众所呈现的信息与观点是正确的 ( elS an d e : 199 5 a
)
。

②我提到的一些学科领域 (如接受分析和话语研究 ) 本身就是通过 多学科而 发展起来 的 ( Jen sen l卯 1
, v `

l均k l卯 7 a )
。

③
“

方法的结合 (奴
c。 们山 in iat o of n 犯 t ll记 ) 指的是在一个或相同的研究中运用不同的方法

,

也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对研

究现象的不同方面进行分析
。 “
三角分析

”

(tl i an 浏iat ol 飞 ) 指的是对基于不同数据的结果进行比较 (如定量与定性 ) 以及运

用不同的方法 ( ,ir st c

her 等 2X(刃 )
。

④双侧 ak 和她的同事吸收了认知科学的成果
,

把话语一历史的方法看成是阐释与说明的
,

作为社会语言学与文本语

言学的研究背景的一部分 ( 1勃刻
l
er 等 2X( X) )

。

⑤为激发学生写出真实的政治论文的动机
,

我采取的策略是将
“

加号
”

(讨
u

ses ) 或
“

小分
”

(
日n

司卜 1划长) (由老师在

斯末算人真正的成绩分数 ) 给那些论证充分而有质量的论文
,

而不考虑论文的内容和言论的倾向
。

这一策略证实了自身

的有效性
: 我收到了几份可靠的论文

,

这些论文就敏感的政治问题提出了多种观点
。

就所表现的态度而言
, “

为了得 A 等

分而回答的影响
”

仅有几例
。

然而
,

假如没有运用激发动机的手段的话
,

没人能肯定地说这种影响不存在
。

(上接第 27 页 )

模糊
,

容易诱惑主体将经验到的东西视为知识本身
。

但问题在于
,

如果我们承认知识具有客

观属性或者存在着客观的知识的话
,

那么
,

主体
“

经验
”

到的东西是不是等于知识本身 ? 甚

至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知识本身
,

都是需要费心思虑的问题
。

笔者初步认为
,

杜威的经验概

念或许是一把
“

多刃剑
” ,

它含义多重而复杂
,

不好简单评判
。

本文的考察
,

也只是透过一

角看冰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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