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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教育思想对我国当代和谐教育的启示

张文海
(盐城工学院学生处，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而和谐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分析和谐教育思想发展及其内涵的基础上，借鉴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

学思想，探讨了当代我国和谐教育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和谐教育，促进我国和谐社

会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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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和谐社会呼唤和谐教育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完整提出“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建设和谐丰l：会的核心

是以人为本，以全面发展的、和谐的人为基础，而

人的培养应当从小抓起，从儿童青少年抓起，以和

谐教育的思想和方法培养和谐的青少年，做好青

少年健康成长、和谐发展的工作，是建设和谐社会

的基础。以和谐教育培养和谐的青少年，应当成

为当前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

理念。教育对少年儿童身心发展来说，是_种至

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外在影响力量。

二、和谐教育思想内涵及其发展

和谐教育是人类的理想，起源较早，其内涵丰

富，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追求，旨在培养身心

和谐全面发展的礼会人。文献表明，最早提出并

阐述和谐教育思想的应当是柏拉图(公元前

427一前347年)。他在其著作《理想围》中指出，

要构建一个理想同，需要哲学王、军人、手工业者

和农民等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守其本分、分工合

作，构成一个完善的、理想的、正义的、和谐的社

会。在此假设下，每个人的灵魂中也有三种成分，

即理性部分、无理性部分(欲望部分)及激情部

分。他指出理性部分如果在三种灵魂中起到决定

和领导作用欲望和激情服从领导，并控制在一定

程度上，三者相安勿扰，没有纷争，则这种人就是

一个正义的、和谐的人【2J。可见柏拉图的和谐教

育是指理性、欲望、激情的统一协调，而以理性为

领导。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有关和谐教育的

某些观点，认为人的灵魂有三部分组成——营
养的灵魂、感觉的灵魂和理性的灵魂。理性是统

帅，是入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性标志。一个和谐的

人，就要有三种冈素，即天性、习惯和理性，而前二

者要服从理性【3】。这些观念对后世“德、智、体”

和谐发展的提出影响甚大。

我国的和谐教育思想的产生、形成与发展与

两个观念密切联系的。一是天人合一论。这个观

念来源于我同最古老的一部文化典籍《周易》。

其基本思想是，天道与人道必须和谐统一。二是

和合论。我国最早的古文献之一的《尚书·尧

典》即提出了“和合”的理想模式H J。2500多年

前的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5’的和谐教育主

张，集中体现在他的“六艺”教育实践中，他提倡

通过礼、乐、射、御、书、数的教学来完成和谐人格

的培养。苟子主张用知识、才智、品质来全面、完

美地培养“成人”【6J。明代王守仁认为和谐教育

思想乃是“先王立教之微意”17J，是我国自古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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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教育之根本目的。

近代王国维强调教育之根本目的就是要培养

身心两方面均获得和谐发展的“完全人物”L8 J。

康有为则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学生要在德智体几方

面协调发展的教育思想【9】。前苏联教育家苏霍

姆林斯基是和谐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长达

三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总结了经验，形成了具有

社会主义特色的和谐发展教育理论，《给教育的

建议》一书中指出：和谐教育还表现为帮助学生

发现自己的天赋，找到某种能够表现自己活动领

域，从而树立为人的自尊感¨0|。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站在个

体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高度上阐述和谐教育

的，他认为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的自身发展需要

是辩证统一的，只有把满足社会需求同促进受教

育者自身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使之和谐不悖，学校

教育才能切实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人才¨¨。

综合起来，有关和谐教育的思想可谓源源流

长，但对和谐教育的具体内涵至今中外并没有一

个准确的界定，仍处于探索发展之中，存在很大分

歧。如今，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本

文姑且认为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工具，和谐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就是要形成一个整体优化

的育人系统，不仅在教育系统之外的影响教育的

不同系统之间寻求资源和谐配置，而且更应当从

教育系统内寻求教育途径、方法和教育目标的协

调一致，促使受教育者身心素质全面和谐发展，实

现社会需求与个体自身发展需要的和谐统一，使

个体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者。

三、杜威的教育思想给当代和谐教育

的启示

构建和谐社会，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教育要担负起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任，可以先解决

教育内部特别是学校中的诸多不和谐的因素。美

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最有影响力

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博大精深，在不同时代的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至今仍然受到广泛地关注。

其中主要贡献之一是他运用实用主义哲学的“连

续性原理”¨引，重新认识了教育中学校与社会、教

师与学生、科学与人文等诸多关系，对它们进行重

新调整，从而描绘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和谐教育的

美好愿景，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58·

启示一：教育环境和谐。站在改良主义的立

场上，杜威相信思想变革优于政治变革。教育是

人类最温和、最恰当又不失建没性的改良手段，是

影响人的思想、性情、态度的重要力量．可以使人

获得有效参与共同生活的经验。杜威充满信心地

说：“当学校能在这样一个小社会里引导和训练

每个儿童成为社会的成员，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

并授予有效的自我指导的工具时，我们将拥有一

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大社会。”【l列他提出

了著名的论断“教育即生活”。尽管这一论断无

法完全适应我围当前和谐教育的需要，但仍有重

要的启示：教育环境和谐是个体发展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公平正义、不分贫富贵贱，公民受义务教

育机会均等；依法治教，以德育人，安定有序，校

风、教风、学风良好；实现学校和教师、学生的理

想、稳定、融洽的团队；学校与社会、学校与家庭、

学校与环境、学校之间、学校与政府的和谐。

启示二：师生关系和谐。在师生关系上，杜威

反对以教师为中心，主张发展学生的个性。他提

出了“儿童中心论”，要求把一切措施围绕儿童开

展，力图削弱传统教育中教师所具有的那种专断

性的主导作用，主张把教育的中心由教师转到儿

童。这样，教师在教学中就不再是主导作用，而是

起一种从旁协助学生活动的助手作用了，只有当

儿童的学习活动出现困难时，教师才去帮助他们。

杜威反对教师忽视儿童的实际和强加给儿童的要

求。因此，理解现代的师生观必须明确，尽管现代

的师生观强调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但

是他们所追求的教育的主导价值仍然是教育的社

会价值，而对教育的个人价值的追求只是实现其

社会价值的一种手段。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师

生之问的交流能够影响甚至决定学生发展的方向

和程度，因此，保持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和谐教育不

可缺少的条件。

启示三：科学与人文和谐。如何实现科学与

人文在教育领域中的融合?杜威主张通过儿童的

社会活动来整合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他从文化

价值这一视角出发找到了科学与人文统一的基

础：无论科学还是人文，都有文化价值。“事实

上，任何科目如果从最广阔的意义范围内理解它，

就具有文化的价值。”【l叫在教育实践中怎样使科

学与人文产生自然的、广泛的、富有生机的联系

呢?那就必须拆除狭隘的科目划分壁垒，通过儿

童的社会活动“从做中学”。杜威指出：“经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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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在人类事务和纯粹的机械的物质世界有什

么区分。”【14]儿童通过自身的社会活动，利用日常

经验进入科学领域，使科学与感兴趣的人类事物

联系起来。这样，“学校科目相互联系的真正中

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

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l引。当儿童通过本身

的社会活动处于具体生动的生活世界之中时，他

的各门学科就自然统一了。科学与人文，就不再

是所谓“文科和理科”两类知识的机械拼盘。教

师也不必穷思竭虑地在历史课中编排一点算术，

在算术课里渗透一点品德。杜威还主张运用实验

探究方法打通科学与人文的联系。他对“在自然

科学领域和道德行为之间划上一道鸿沟”的做法

不以为然，主张“把实验法从专门的物理经验领

域转移到比较广泛的人生领域来。”¨41从而在方

法论上实现科学与人文的整合。尽管“从做中

学”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其意义受到质疑，但培养

儿童和谐的知识结构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发展

是和谐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因此杜威的教育思

想启示我们：尊重儿童，顺应儿童天性，充分发挥

．儿童的探究感，构建儿童和谐人格是和谐教育的

重要任务，进而就可以促进儿童和谐发展，成为和

谐社会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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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ications of Dewey§Educational Ideas for China’S

Modern Harmony Education

ZHANG Wen—hai

(Devision of Student Affair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Jiangsu Yancheng 22405 1，China)

Abstract：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ality is a necessary choice foreonstructing an overs]]well—off soeiality，and harmonious ed—

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build socialist harmonious eomnmnity．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meaning

of a harmonious souety，the article titles Dewey7pragmatic philosophy ideas and explores the basic characters of harmonious eduea-

tion．which are helpful to deeply recognize harmonious education and impwv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harmonious sociality．

Keywords：harmonious education；harmonious soeiality；pragma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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