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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278171.htm 教育改革的建议已被提

了出来。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能提供发挥渠道，从而引导理

智成长的条件”。这些条件还将允许学习者的个性得到更大

的发展。杜威指责传统学校限制了儿童的智能，结果阻碍了

个性（individuality）的发展。这种个性突出了人是一个有灵

魂、有道德、有理智的存在，以别于其他生物或机器产品。

在传统教室中所强调的是安静、沉默和端坐不动；要求完整

无缺地背诵和丝毫不差地展现所学过的内容。这种态度不单

使头脑服从于外部的规章和计划，同时也否定了使一个人区

别于其他人的独特个性，这是对民主主义理想的否定。因为

民主是建立在个人在道德上的自我指导原则基础上的。 杜威

指出，很多人误解了个性这个关键概念的真正含义。个性常

常只被解释为区别和差异，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它还是“一

些在价值上独一无二或不可被取代的东西，一种独特的价值

差异”。每个人对生命都可以贡献出一些独有的价值；真正

的个性可以说是一种人格的表现，是感觉、思维以及行动的

一种独特方式；是无意识的，而不是意识到的。因此，如果

把个性解释为一意孤行或为所欲为，都是对个性的误解。有

些人认为个性是一些外在的、生理性的东西，认为它意味着

人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由于个性并不纯粹只是人自身

的活动，它还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特有方式，故此，“人身受

拘束与否，实际上都跟个性没有关系。”我们必须指出，个

性是内在的和理性的东西。人们对个性的第三个误解，就是



认为个性是反社会的，这也就意味着孤立。诚然，人们为了

思考，得有一定时间的独处，但这并不表示个性必须在与世

隔绝和分离的时候才能存在。事实上，人只有身处社会中才

能有机会发展个性。因为在一个社会中，当人们有共阿利益

时便会一起工作；这样，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地位，

既有付出，亦有得益。根据杜威的观点，一些教师对于个性

产生上述误解，正是对教育中这项原则的理论和实践提出强

烈反对的原因。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那些有责任帮助儿童发

展个性的教师，必须确立正确的个性观。只要教师认清了个

性并非有意识的一意孤行、自负或者“自以为是”，那他就

不会以为培养个性只是使学生有一种自我膨胀的想法，以为

自己比其他人更重要。此外，教师也不要试图把任何人为地

信仰和准则强加给儿童。相反地，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最好

的机会，让他发展自己特有的兴趣和特有的处理问题的方式

，因为教师认识到每个人，哪怕是一个年幼的孩子，“对事

物和处事方式也有他自己的偏见”；取向和本能的喜好倾向

。因此，在课堂实践中的任何保守的、因袭的理论和教学方

法，都是不可取的，而要想采用一套导致千篇一律的理论和

方法，也是不现实的。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显然“都应该

有他自己的行为方式，无论做什么事，都体现出他的个性”

。固守千篇一律就会扭曲人性。一个尊重个性的教师，允许

并且鼓励孩子与众不同。根据杜威的见解，“个性确实意味

着方法上的某种原创性”。对事物或思想有真正独创能力的

人其实很少，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不过，事实上，“每

个人都能在他处理事物的方式上有所创新”。所以独创性“

不是依据产品的新颖性和原创性来衡量”，而是依据为自己



思考和行动的意愿来衡量的。这种“处理事物”的独特方式

是好奇心的表现，也是探索、发现和发明新事物的基础，这

样，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一些真正别出心裁的事物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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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