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序

伟大的教育改革与实践需要
坚实的教育理论作支持（代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得到很大发展，教育改革与实践不断深

入，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完整的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体系，既给中国人带来

更充分的发展空间，又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做出重大贡献。

伟大的教育改革与实践需要坚实的教育理论作支持，教育实践呼唤

着教育理论的指导。当前教育理论研究还不完全适应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需要。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教育传统，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和经

验，但重要的是紧密结合我国的教育实际，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形成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

近日看到徐建国教授的《现代教育理论和中国教育改革与实践》一

书，甚为欣喜。编者认真梳理了自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起始，具有重大

影响的九大教育理论，并结合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实践，作了深入的剖析，

提出了问题和对策建议，言辞中肯，值得一读。

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教育大国。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教师的“教”与

学生的“学”等矛盾一直存在，或是相互依存，或是相互对立。如何科学处

理这些矛盾，使之在教育实践中发挥最大效益，这就需要我们借助现代教

育理论加以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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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国教授的《现代教育理论和中国教育改革与实践》一书正是以现

代教育理论为核心，在详细介绍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以布鲁纳为

代表的结构主义教学论、苏联赞科夫的发展主义教学论、德国著名的教育

家根舍因等创立的“范例教学论”、罗杰斯人本主义教学论以及当代建构

主义教学论后，结合我国的教育实际，用现代教育理论的眼光重新解读中

国教育改革与实践，在解读中形成对现代教育理论的理解，看到现代教育

理论的意义。这本书注重借鉴和吸收现代教育理论，敢于直面问题和挑

战，敢于进行争鸣和批评，努力弘扬教育理论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延续和

强化教育理论界始终秉承的实事求是的宗旨，所以相信该书能够给予教

育实践与改革主体以一定的启发。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教育传统。我国古代教育从原始

氏族公社时期起，到 1862年京师同文馆之建立，先后形成几个发展高潮：

西周官学制度，春秋战国教育，汉代经学教育，隋唐教育，宋明理学教育，

明清早期启蒙教育思潮。我国近代教育经历了洋务教育、维新教育和资

产阶级民主教育三个先后相续、逐步深化的阶段，按西方模式初步建立了

近代教育制度，为现代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长达几千年的教育发展史，

经历了无数次的变革，每一次变革都会根据当时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提出

一些具有新意的教育观念、思想和理论。其中一些教育理论虽历经千年，

仍熠熠生辉，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对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带来诸

多深刻的重要的启示。

从我国近代教育的起步，现代教育的发展，到当前新课程改革和素质

教育之推行，一百年来，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从未停息。但随

着时代的发展，新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0年颁布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明了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为

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艰巨任务，需要我们在系统引进的同时，要做批判的

分析，还需要与中国当前实际很好的结合。在继承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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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注重对现代教育理论的借鉴和吸收，促进我国教育思想体系的

快速发展，以指导教育改革和实践，从而完成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

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实现教育强国之理想。

人类的实践总是生生不息，永远需要理论的升华。人类教育的实践

永远不会停止，需要教育理论的支撑。徐建国教授所编写的这本书，正是

立足于目前我国教育实践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的需要，汇集了国外现代

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对教育教学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宁夏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宁夏政协副主席 安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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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
及其影响

自有人类社会就有教育现象的存在，教育与人类社会共始终，具有

永恒性。教育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具有历史性。其中，教育理念

和教育理论的指导与介入是教育改革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谈及

现代教育理论，我们必从杜威的教育理论说起，因为杜威所发起的“新教

育运动”是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分界线。杜威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对美

国和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影响巨大，意义深远。从古到今，从孔子

到柏拉图，从中国的“学在官府”到西方大学的形成；从夸美纽斯的《大教

学论》到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人们所关注的是“教”和教师，唯有杜

威将重心放在了“学”和学生身上，开启了现代教育理论的新篇章。

从 20世纪到 21世纪，百年历史，百年巨变。不说美国仍在称霸世界，

即使贫穷落后的中国也已成长为一个令人羡慕、民富国强的新型发展中

国家。13亿人口的大国，受教育人口高达 3亿多，教育承担着培养创新型

人才，实现教育强国之梦的历史责任。由此，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

即社会”“做中学”“儿童中心”论等思想与主张，特别是鼓励探究与创新

的思想与理论，仍需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并加以借鉴与运用。因为中

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上，我们一直将重心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及其影响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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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教”和教师上，即使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和新课改运动十几年，我

们有转变但未根本改变重心，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不是相辅相成，

而是孤立的、矛盾的，这就需我们借助现代教育理论加以深刻的反思。

一、杜威生平与著述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柏灵顿市郊区的一个农业小镇，其父

为零售商人，属当时地道的平民。杜威青少年时送过报，当过杂工，垦过

荒地，修过水渠，可谓阅历丰富，少年辛苦。他 16岁时中学毕业进入佛蒙

特州立大学。大学生活给杜威以长进，特别是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和广

泛认真的阅读给杜威以启迪和冲击，并对美国的教育现状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1879年杜威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南方一座石油城市的中学任教 3

年，同时开始系统研究哲学。1882年至 1884年杜威在霍布金斯大学攻读

哲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将实用主义与美国教

育实际相结合，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教育理论，终成为对美国和世界多国

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代宗师。

杜威 90余载漫长的生活历程，正好处于美国由农业大国跃升为工

农业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聚变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决定了美国在教育领

域内一方面要反思欧洲大陆的传统教育，使教育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需结合美国教育的实际，尽快建立起“进步教育”体系，推动美

国教育的发展，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理论应运而生。

杜威的教育改革探索始于 1896年在芝加哥大学所创立的“大学实

验室学校”（The University Laboratory School），以其对教育的真知灼见和

哲学、心理学的研究为依据进行教育创新。他认为，传统学校的一切安

排是为了对待儿童大众而不是个人，这样学校的作用是停留在知识的
002



模仿上，而难以培养成合格的社会成员。新时代要求学校训练儿童能适

应现代社会的全部生活。他创办的实验学校正是基于这一目的，主要探

究解决以下四个问题：一是怎样做才能使学校与家庭和四邻的生活关

系密切？二是怎样做才能使历史、文艺、科学的教材对儿童生活本身有

真正重要的价值？三是如何使读、写、算等正式学科的教学在平时获得

的经验基础上进行并和其他学科的内容有机内在地联系起来，从而产

生兴趣？四是如何适当地注意个别儿童的能力和需要？通过研究，杜威

认为儿童是通过社会交往和家庭组织生活进行学习。理想的家庭就是

理想学校的典型，学校应该是一个扩大的家庭，在其中，儿童所受的训

练是家庭训练的延续，是更为科学、合理、有效的指导而已。父母和教师

的职责在于能聪明地认识到什么对儿童最合适并能满足儿童的需要就

足矣。以心理学为基础，杜威将小学生活分为三个时期：4~8岁为游戏时

期，8~12岁为自发的（本能的）注意时期，12岁以后的反射的注意时期。

他认为儿童心理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由此有了

“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儿童中心论”等教育主张和论

断，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轰轰烈烈的新教育改革运动。1916年杜威发表

了《民主主义与教育》这一经典巨著，标志着其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体系

的创立和进步教育理论的发展。杜威先后发表了《我的教育信条》《我们

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儿童与课程》等

有影响力的著述，详尽阐述了其教育理想与教育主张。杜威一生勤奋好

学，志而弥笃，对教育改革矢志不移，潜心探索，著述甚丰，共出版著作

36种，发表论文 800余篇。他生前应邀出访过土耳其、墨西哥、日本、苏

联等国，并于 1919年和 1921年两次来华，广泛宣传其教育理念，是一位

有重大影响的现代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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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杜威进步教育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19世纪未正处于南北战争结束后

大规模地扩张和改造，即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变

革时期。由电力技术的发明和电器技术的广泛运用而引发的第二次科技

革命和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大型工业、联合

企业的迅猛发展，垄断资本的高度集中，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矛盾日益加

深。同时，在教育领域、学校教育制度、课程设置和教材、教学方法等仍沿

袭欧洲的旧传统，与社会实际生活严重脱离，形式主义教育占统治地位。

杜威正是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也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他提出了实用

主义教育理论并经过他所创办的芝加哥实验学校的长期实验探索，然后

不断更新，丰富并得以形成。

依据扎实深厚的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修养功底，杜威清晰地意识

到，自第一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的百年时间里，人类社会发生了

迅猛、广泛和深刻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不仅改变了政

治疆域，扩大了工业生产的规模，加速了人口的流动，也使得人们的各

种生活习惯、道德观念以及兴趣爱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革的

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现代生理学、心理学、

进化论理论的涌现和蓬勃发展为杜威教育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支

持，同时欧美重视实证，强调科学方法的使用及鼓励探究实验的传统也

对杜威教育理论的提出和形成影响甚大。作为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深

恶痛绝传统教育的“知行分离”现象。杜威认为，人的知识和行为应当是

合一的，而传统教育把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相隔离，强调以知识为中

心，学习是被动的接受，学科变成了书本上的东西，变成了远离儿童经

验和不对其行为产生影响的东西。从“知行合一”的指导思想出发，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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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行动处于观念的核心”，“认识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学校应当把单

纯的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转移到儿童的活动上来，依照儿童身心发展

的规律，通过儿童运用他所学习的知识逐步发展其能力，直到儿童能教

育自己为止。

杜威作为实用主义教育家，“经验”是其教育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他认

为经验是人的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谓相互作用，就是说有

机体不仅被动地适应环境，而且也对环境起作用。其结果，环境中所造成

的变化反过来又对有机体及其活动起反作用。一句话，观念、知识和经验

都是在行动中，在人的有机体系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得来。由此，杜

威认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并详尽论述了关于经验与思

维课程和教材以及教学方法等，形成了实用主义经验论体系。

时过百年，杜威关于在教育活动中和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儿

童的心理特点及其活动的意义，从而增强儿童学习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培

养儿童的思考探究与创新精神的有关论述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杜威教育理论中的主要思想

（一）“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学校即社会”

从实用主义经验论出发，杜威认为传统教育的根本缺陷在于把“学校

跟生活隔离开来”，学生在校外获得的经验，在校内得不到自由充分地运

用，而在学校所学的东西，又不能应用于日常生活。这种学校教育与日常

生活相分离的现象，既不符合社会发展对教育的要求，也不利于儿童的身

心成长。杜威认为“学校主要是一种社会组织。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

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而“现在社会上的许多方面的失败，是由

于它忽视了把学校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这个基本原则”。

据此，杜威响亮地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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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断成长，就是生活”。“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所以我们可以说，教

育即生活”。所以学校不应是学生学习课业的地方，而应该成为儿童生

活，活动的场所。并最好在学校造成一定的生活条件，“使人人在生活过

程中学习”，使学生“乐于从生活本身学习”。教育者的职责“最好使学校

成为儿童真正生活的地方”，通过认真组织，精心设计的生动有趣的生

活活动，使儿童的生活更加“丰富而有秩序”，以此使儿童获得愉快而有

意义的生活经验。

杜威认为发展儿童的活动能力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使命。由此教学活

动应从儿童的经验出发，尽量采用游戏、手工训练、工场作业和家庭技艺

等活动使学校有可能与生活联系，“成为儿童成长的地方”。以此消除“正

规学校”由于单纯学习功课而产生的沉闷和劳累，也能使学校和生活联系

起来，通过这种生活活动的学习方法，让学生愉快地学习、成长。

由此可知，杜威的理想学校是一个“小规模的合作化社会”，是一个以

社会生活为中心和以儿童为中心相结合的学校，是一个以“情感上、理智

上和实际上”都需要教师、学生齐心协力共同经营好“现在生活的学校”。

学生不是被动的学习功课，而是主动地作业、活动、成长。百年后仍给我

们以震撼和启迪。杜威重视发挥学生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的积极性、主

动性，要求尊重儿童的经验,个性和兴趣爱好，要求教育教学注重结合现

实的实际生活和社会实际，并尽可能地为学生健康愉快地成长创造条

件，在我们齐心协力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仍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

意义。但杜威过高地估计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过分强调儿童在学校

生活活动的作用和地位，抹杀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应有的区别，取消学

校教育必要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等主张和做法，应为我们所抛弃。

（二）“儿童中心论”和教师引导

自有人类社会就有教育现象的存在。二千多年前的孟子就喊出了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按《说文解词》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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