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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8/2021_2022__E6_95_99_E

5_B8_88_E8_B5_84_E6_c38_278165.htm 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社

会里的成熟成员，有特殊的道德责任和理智责任去帮助那些

未成熟的社会成员，并协助建设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因此，

他们应当使用理智的方法，这是一种教育的方法，同时亦是

民主的方法。前面的讨论已经指出，理智的方法能使我们认

清和识别手段和结果的关系并有效地解决问题，这是社会探

究的最佳办法。它是以经验性事实为根据的，兼有反思性和

创造性。凭借理智教育工作者能够理解人及其社会行为的本

质。他们能够了解现存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他们能够认识到

，社会改革不仅是人们对物质福利的需要，也是文化和道德

价值方面的要求。教育工作者如能对人性和社会有足够的了

解，他们就能系统地制定教育改革的目的，这样的教育改革

将有助于产生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根据杜威的观点，如果

教育工作者要参与领导社会的根本改革，那么他们必定不能

忽视人性的两项重要功能，即习惯和需要。前面讨论人性的

问题时已经指出，习惯一旦形成，它们就成了持久的行为模

式，会扩展到个人生活的新的情境中去，不可能单凭意志的

努力或一种突然的革命而消除。如果一个不好的习惯需要改

变的话，只能通过改变产生这些习惯和使它们持续的客观条

件，这实际上是一个为改变旧习惯而形成新习惯的过程。杜

威写道：“革命”从来不会达到想象中的广度和深度；要彻

底进行一次革命需要时间，一般所需时间很长，要经历一连

串的局部变化。因为彻底的革命意味着新习惯的形成。这些



新习惯将会与被取代的旧习惯一样根深蒂固且一样“自然”

。因此，教育工作者必须懂得他们的任务是一项长期的努力

，而且只有连续的探究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使他们达到

目的。教育工作者在制订社会变革策略时应该考虑的第二个

因素是人类的需要。需要是人性中最恒久不变的因素。相当

明显的例子，是所有人都不断地需要食物，如果不能满足这

个需要，人就会死亡。⋯⋯对食物的需要是人性中常存的因

素，这种情况明显得不能被否认。当观察其他需要时，就会

发现他们从所属的总类中隐退，变成了变动多端的、表面的

需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社会改革政策的倡导者，仍有很

多地方需要学习，首先要考虑人性中最恒常而又处于中心地

位的需要；其次是考虑在某个给定的时间用什么方法才能使

这些需要得到最广泛而且最充分的满足。充分了解人性的这

些基本组成部分，对促进所期望的社会变革的帮助是不可估

量的。有了这样的认识，加上知道引起社会问题的原因，教

育工作者就完全能够系统地制定目标和选择通往目标的方法

。所以，杜威的做法，是以现实环境和实际调查为基础，系

统地制定教育的社会目的，而不是制定抽象的教育目的。当

然，他并不局限于考虑真实情况，而是采用了大家共有的思

想，并在灵活和广泛的意义上解释这些思想。他曾这样说道

：目的的理想主义与现实观察以及对现存条件的利用相结合

，我认为似乎是能把我们的目标从变得空洞、感情用事和注

定的失败之中解救出来的唯一方法。《杜威论教育与民主主

义》杜祖贻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