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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生于 1859 年，是美国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著名的

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西方教育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

教育理论博大精深，一生的成就很多，仅出版的教育著作多

达 30 余部，教育论文约 180 篇。他把实用主义哲学加以深

化，结合自己亲身的教育经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

并编著了其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它和柏拉图的《理想

国》、卢梭的《爱弥儿》被西方的学者称为三部不朽的教育瑰

宝。从此，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浪潮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掀起。
在该著作中，教育无目的论不仅是其主要内容，而且也是杜

威整个教育思想的灵魂。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对我们今天

学校的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杜威教育无目的论的内涵

(一)杜威教育无目的论的历史渊源

众所周知，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他的教

育思想和实用主义有着很深历史渊源。实用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其创始人是美国的皮耳斯和詹姆斯，在 20 世

纪上半叶成为美国影响最为广泛的哲学思想。
启蒙阶段

杜威的教育理论的形成是以他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
1875—1879 年，他就读于佛蒙特州立大学期间对哲学产生

了很浓厚的兴趣。1882 年，杜威进入霍普斯金大学学习，所

学学科领域非常广泛，包括：政治学、历史学、生物学、伦理

学、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同时深受当时的哲学家皮耳斯

的影响。他广泛的学习兴趣使其教育理论有着相当的广度和

深度。之后，杜威又接触到黑格尔哲学，它对杜威教育思想的

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形成阶段

杜威的教育理论形成于 19 世纪 90 年代，它是以 1897
年发表的《我的教育信条》为重要标志的。杜威认为教育活动

是通过人类的主动参与形成的，且这个过程是无意识的。文

章展示出他对教育问题的基本看法，他其后的教育思想只是

对它的引申和进一步的发展。杜威研究教育目的时有一个十

分明显的特点，就是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深刻关注。
实用主义哲学反对唯心主义，讲求辩证法和一分为二看

问题的方式，注重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使哲学和现

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他把实用主义和教育实际结合起来，

反对传统哲学上的二元论，强调儿童实际经验的重要性，认

为通过努力现实是可以改变的。反映在教育目的上，就是不

再把教育看成是实现某一目的唯一途径，教育是儿童的生

长、生活的过程和经验不断改造的过程。
(二)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的内涵

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是以他的教育即生长、生活及经

验的改造为理论基础，他的教育目的观和他的社会经验改造

紧密相关。杜威认为“教育本身并无目的。只是人，即家长和

教师等，才有目的；而他们的目的，也不是像教育上的抽象概

念。所以，他们的目的有无穷的变异，随着不同的儿童而不

同，随着儿童的生长和教育者经验的增长而变化。”“我们探

讨教育目的时，并不要到教育过程以外去寻找一个目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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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从这个目的。我们整个教育观点不允许这样做。”换句

话来说，教育目的并非是外在的并强加于教育过程中的，教

育过程和教育活动本身就是目的，它是随着教育活动中疑难

问题的出现和解决而不断变化发展的。儿童生长、生活的过

程就是教育的过程，教育过程本身就是目的。

在杜威看来，斯宾塞的“为儿童未来完满生活作准备”的

传统教育目的无法满足当今教育的需求。他们代表着成人的

意志和意愿，没有充分考虑儿童自身的愿望、发展的需要，使

儿童机械性的学习。因此，这些教育目的不但不能激发儿童

的创造性，反而对儿童的成长是有害的。杜威认为：“任何目

的，只要能时时刻刻帮助我们观察、选择和计划，使我们的活

动得以顺利进行，这就是有价值的目的。”他的教育无目的论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其教学方式建立在儿童内在需求之

上，可以激发儿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得儿童获得丰富的

知识和经验。

(三)杜威教育无目的的功利性

看待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我们在肯定杜威教育思想

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具体来说，杜威认为儿童的主

动性和兴趣仅仅是实现教育目的的工具，并不是有血有肉，

具备生命价值的情态。他的工具性、功利性的价值取向，使得

他未能深入儿童的内在生活，未能触及儿童的内心世界，从

而从根本上忽视了儿童的生命和情感。在他看来，兴趣是非

常重要的，我们也经常提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是他注

重的是兴趣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儿童的兴趣本身。在看待这

个问题时，杜威的主张过于功利化，脱离现实，忽略了人的生

命价值。

二、杜威教育无目的论的特点

(一)关注教育目的的内在性

杜威的教育目的反对传统教育对儿童的压抑，它以儿童

的内在需求和兴趣为出发点，关注儿童的心理特点和身心发

展，关心儿童的健康成长。杜威指出：“从外面强加给活动过

程的目的，是固定的、呆板的；这种目的不能在特定情景下激

发智慧，不过是从外面发出的作这样那样事情的命令。”这种

外在的教育目的，并非是教育本身的目的，和儿童的实际学

习生活相脱离。只有由兴趣引发的学习动机，才能够调动儿

童的主动性，逐渐培养儿童的求知愿望。

(二)关注教育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的统一

我们把教育活动直接产生的结果称为教育的直接目的；

教育活动间接产生的结果成为教育的间接目的。直接目的和

间接目的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直接目的是实现间接目

的的前提条件。

然而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有些学校割裂了他们之间的

联系，把教育目的指向直接的教育目的，即提高升学率，培养

学生的应试能力。

杜威提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教育。教育目的存

在于教育过程之中，他从不否认教育与生长的社会性目的。

“经验的改造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社会的。”换句话说，从

杜威的教育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的直接目的是促进

儿童的成长；教育的间接目的是使得理想中的民主主义社会

变成现实。儿童的需求和社会性的要求是相辅相成，相互统

一的。

(三)关注个人和社会的统一

历史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教育目的观。一种是个人

本位论，主张教育目的从受教育者出发，应当以个人的进步

为目的，教育的发展是为了促进个体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

展。另一种是社会本位论，主张教育目的要根据社会的需求

来确定，教育是为了服务社会，促进社会进步。杜威看到了两

者的优点和缺点，他提倡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相结合的教育

目的，这无疑是教育史上的进步。

然而，杜威的这种教育目的观只存在于平等的民主社会

之中。因为民主的社会实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且特别

注重社会的进步和对人们进行系统的教育，关注共同经验的

交流。在民主的社会中，每个人必须自己行动，参与感兴趣的

工作，个人的潜能得到迅速发展，社会也取得了很大发展。于

是，杜威就巧妙的把个人本位的教育目的和社会本位的教育

目的结合了起来。不仅促进了个人的全面发展，也促进了社

会的进步。

三、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影响深远，国际上许多教育家

都深受其影响。杜威曾到世界许多国家讲学，在弟子胡适的

陪同下，于 1919 年 5 月至 1921 年来中国宣传他的教育思想

和实用主义哲学，时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

他的教育思想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19 世纪

末，美国完成了工业化，社会结构和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人们富裕的物质生活，却使社会精神文

化的发展相对贫乏。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

和生活上的问题。美国的教育严重和社会脱离，不能满足社

会发展的需要。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解决了这一难题，

还促进了美国教育的进步，而且对我国当今的教育改革也具

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

(一)在教学过程中提倡参与式学习的教学方式

教育即生长、生活及经验的改造，体现了学习过程中直

接经验的重要性。儿童的学习是一种主观体会，而不是被动

灌输的学习过程。当过教师的人都有这些体会，学校课堂教

学中经常会出现死气沉沉的现象。教师提出问题很久之后，

也没有学生回答。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这个问题很难；

学生没有听明白；学生根本就没去思考；学生知道问题的答

案但不愿意回答。总之，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儿童的学习积

极参与性和兴趣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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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教学是一种协作式教学法，它充分利用灵活多样

的教学手段，鼓励学习者的信息交流，从而积极加入课堂教

学活动。它不但能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也能改变课堂教学

中的沉闷现象。利用儿童的游戏本能，使得他们在游戏的同

时学到更多的知识。在这种师生共同参与的活动中，儿童产

生自己的问题，同时置身于问题情境中，不断提出和解决问

题，改变了传统教育中的“教师中心”现象，提倡“儿童中心

说”。儿童才是学习活动中的主角，是积极主动的学习者和参

与者；教师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者，

而是儿童的引导者。当儿童的学习偏离本节课的中心时，教

师应该做的就是把儿童引导到正确的活动中去，从而使得儿

童真正成为学习的中心，并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体会到学习的

乐趣。

(二)对我国新课程改革的启示

杜威的“从做中学”教育理论，为我国教育课程改革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

生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和进步运动的影响，他的“生活教

育理论”提倡教学做合一。他们的教育思想为新课程改革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

新课程改革是课程改革发展的又一新阶段，它提倡为学

生营造轻松、和谐的课程文化。在学科课程的基础上，增加了

活动课、选修课等，使得教材多样化。新课程改革要求教育活

动的内容和形式要多种多样，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是分不开

的。只有符合学生心理特点的教学内容，才能为学生所接受。

学生知识、经验的获得和能力的培养是在教学活动中实现

的。因此，课前教师要精心准备和设计教学活动的形式，使得

教学活动生动、有趣，与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密切相关，并且能

带给学生知识的升华和心灵的陶冶。

(三)对我国制定教育目的的启示

关于教育目的的内涵，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

的界定，本文引用我国著名教育学家王道俊和王汉澜的观

点。他们认为:“所谓教育目的，是指社会所要造就的社会个

体的质量规格的总的设想或规定。”也就是说，人们的教育活

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而不是盲目、任意的。教育目的与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相互协调一致的。在我

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目的的表述也随之变化，仅建

国以来，教育目的就有多种表述。文章引用 2001 年 6 月《国

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观点：“坚持教育必

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

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和接班人。”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新时期教育目的的精

神实质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独特个性，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杜威坚持直接的教育目的和间接教育目的的统一。目

前，许多家长和教师不断把外在的目的强加于儿童身上，教

导儿童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完全不顾儿童的心理特

点，忽视儿童的兴趣爱好，从而导致儿童厌学情绪的出现。在

我国现阶段的学校中，教育的直接目的是提高升学率，校长、

教师和学生都把考试看成一切，所有的学习活动都围绕考试

来制定的，许多学校擅自取消和“学习无关”的课程，诸如音

乐、美术、计算机等，为的是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和考试

相关的课程。学生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学校过分注重智

育，导致学生为了学习而学习，忽视了教育培养全面发展人

才的其他方面的重要性。

杜威认为，良好的教育目的应具备以下三个特征：必须

根据受教育者的特定个人的固有活动和需要(包括原始的本

能和获得的习惯); 必须转化为与受教育者的活动进行合作

的方法; 必须警惕所谓一般的和终极的目的。因此，我们在制

定教育目的时，要兼顾个人需要和社会需求，使二者逐渐趋

于平衡，要使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实现直接目的和间接目

的的统一。需要指明的是，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在制定教育

目的过程中家长、教师以及教育专家的作用，而是指他们不

能忽视儿童自身的发展特点，过多的干涉儿童的自由成长。

四、结论

总而言之，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也并非完美无缺，然而

它在世界教育史上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国的教育实

际也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杜威开辟了教育领域的新视角，

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教育中以“教师为中心”的局面，强调儿

童在教育过程中的积极主动性和中心地位。他所提倡的“从

做中学”、“儿童中心说”，从独特的视角去看待教育问题，从

真正意义上关注学生的发展。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密切联系我国的教育实际，以杜威的思想理论来指导我

国的教育实践，同时批判的借鉴和吸收，不断的创新和发展，

使之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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