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资格外国教育史：杜威关于人性的概念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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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_B8_88_E8_B5_84_E6_c38_278177.htm 杜威认识到在论及民主

主义理想和教育过程的基本概念时，有必要对人性进行一些

描述。什么是真正的人性？人性的构成是否表明了一定的社

会安排可能会成功，而其他则注定要失败？人性可改变至什

么程度？遗传与环境是怎样互相联系的？“个人和团体之间

的人性的变动范围究竟有多大？又有多少确定性？”以上就

是杜威试图解答的问题。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杜威对于

人性的理解与传统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实验主义者认为，

杜威摒弃了所有关于人性的传统理论。这些理论之所以遭到

摒弃，是因为它们的片面性。它们或是把人性称为一种原动

的、自然的秉赋；或是把人性描述成与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

相对立的心理力量；或是认为人性本来空洞无物，完垒是由

外部影响塑造成的；或是认为只有通过像语言、宗教、法律

、艺术以及政府这样的制度化产物方能了解人性。杜威既不

同意纯遗传特征的观点，也不同意无限可塑性的观点。杜威

之所以不同意这些观点，是因为它们主要建立在任意的习惯

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根据杜威的观点，要了解人类，就必须研究人的天资以及所

处的社会制度。这两种力量共同塑造个人。杜威特别强调习

惯、冲动以及理智在人类行为中的位置。他说道：⋯⋯了解

习惯以及习惯的不同种类，对社会心理学来说，是个关键。

冲动和理智的作用为理解个人的脑力活动提供了秘诀。但是

，这些冲动和理智对习惯只起了次要作用，因此，人们只有



通过一系列的信仰、愿望以及目的才能具体地了解人们的思

想。这些信仰、愿望以及目的，是在社会环境与生物习性相

互作用的情况下形成的。虽然习惯并不是人类行为发展的第

一个产物，但是它对于了解人性却是最重要的。因此，习惯

来自作为人的天赋秉性之一部分的非习得性活动。杜威在《

人性与行为》中首先研究并界定了习惯。他认为习惯是：⋯

⋯受先前活动影响的那种人类活动，从这一点来说，是后天

的；习惯本身含有一定的秩序或是含有行为中较次要的元素

系统；它的特点是突出的、动态的，善于公开地表达自己，

甚至在并没有明显地支配活动的情况下，它仍然以某种减弱

了的、从属性的方式发挥作用。以上一段间接地表明了杜威

的信条，即习惯是人类活动的倾向，并且以某种方式支配人

的行为。既然习惯支配人类的行为，它们就是意愿（will）；

既然习惯有强制性，并且确定了我们认为重要与否的事情，

它们就是自我（self）。杜威说道：一切习惯都是对一定的活

动方式的要求；它们组成了自我。就“意愿”一词的明确含

义而言，它们又是意愿。它们形成了我们的切合实际的理想

，同时为我们提供了工作能力。它们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决

定哪些思想应该出现而且应该坚定不移，哪些思想则应该一

掠而过。因此，根据杜威的观点，习惯组成了个人的行为模

式，在一个人的日常活动中，习惯得到发展并且充分地显示

出来。杜威把习惯比作心理功能。它们需要有机体与其周围

环境互相合作；它们是人性及其自然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下

的产物。虽然习惯最初只是与生俱来的、普遍性的反应，但

是它们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立刻变成迎合社会需要的习惯

。习惯并不是在社会的真空里形成的。一切善与恶都是与客



观力量结合而成的习惯。它们是个人特性中的某些要素与外

部世界提供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们可以对它们进行研

究和认识，从而可以用来作为道德讨论的基础。个人可被视

作其习惯的集合体。通过与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习

惯，就形成了这个人的独特性格。“倘若在每项活动中，没

有习惯的连续运作，就没有像性格这样的东西存在。”这些

习惯是持久的，并且会不断延伸进入个人生活的新领域。习

惯乃是后天习得或是培养而成的，而不是生来固有的。它们

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现自己。一个习惯是一种能力或是一

种艺术，是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习惯可能是保守的

，也可能是进步的；它可能仅仅是对适应于过去情形的过去

行为进行重复的一种能力，也可能是能够适应新的紧急情况

的一种能力。人们可以获得积极寻找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的

习惯，如同人们获得试图用旧方法解决问题的习惯一样容易

。况且，杜威不仅把习惯描写成一种行为方式，而且也是一

种思维方式，因为思维需要活力，而活力是由习惯组成的。

为了帮助了解习惯在日常行为中的特殊地位，我们可先试图

了解什么是坏习惯。一种坏习惯即意味着一种内在的行为倾

向，具有对人的控制能为，坏习惯会让人去干一些明知羞耻

的事情，干一些明知不该干的事情。有坏习惯的人并非没有

能力做好事情；他只是有一个做不好事情的习惯。决心不大

，浅尝辄止，是克服不了坏习惯的。认为可以迅速地改变一

种习惯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杜威认为，我们只能够间接

地从认清引发和维持坏习惯的客观条件人手，改变这些条件

，才能改变坏习惯。人性的另一项重要成分是冲动。冲动可

分化为恐惧、爱和愤怒等情感，它是先于习惯的。虽然冲动



在时间上在先，但就人来说，它“事实上从来没有占过首要

地位；它们是次要和从属的”。一个人从他的婴儿期开始，

便是一个有潜力的受赡养者。他出生在一个为他的冲动提供

渠道的成年人环境里，倘若没有这些渠道，他的一切活动都

将毫无意义。我们可以严格地把婴儿视作一个生物有机体，

却不可忽略这个有机体同时是一个社会动物。婴儿要报答成

人的，何止是成人对他的养育和保护，“他们更应感激成人

为他们提供了用有意义的方式来表现其天性的机会。”因此

，当儿童从他的长辈那儿学到“意义”时，与生俱来的活动

就变成了冲动，并且开始看到了某些活动的结果。既然一个

婴儿出生于一个家庭里，组成了婴儿的部分生活环境的人们

所具有的同情和目的，使婴儿最初的姿势也获得了意义。“

简言之，”杜威说道，“与生俱来的活动的意义并不是天生

而有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冲动源于人的生命力的奔涌，

并从社会环境中获得意义，是跟习惯不同的。当我们说习惯

是后天形成的、普遍化的行为倾向，那么，冲动只是用以同

化成熟的人们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的出发点。冲动是被放出

来的触角，用来吸收来自习俗的营养，使婴儿及时具备独立

行动的能力。冲动又是把现存的社会力量转变成个人能力的

媒介；冲动也是重建性的成长（reconstructive growth）的手段

。这样，倘若以有效的方式引导和刺激冲动，它们就能成为

创造力、破除旧习惯及形成新习惯的检验标准。否则，它们

可能发展成危害性的活动。那么，理智（intelligence）在行为

中占据什么地位呢？杜威认为习惯与理智在以下两方面是相

关的。第一，习惯对理智具有约束性，能够把理智限制在眼

前的问题上。“这些习惯限制了理智所能及的范围，并确定



了理智的界限。”但杜威认为，这不是习惯的唯一功能，否

则的话，理智的目标就可能只是愚笨的行为：理智提供问题

的答案，习惯接收这个答案后就不断重复这个答案。因此，

习惯的第二个功能就是提供选择。“我们的习惯越多，可能

的观察和预示的范围就越广。”在解释习惯的第二个功能时

，杜威认为我们“根据自己的习惯，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说，借助探究的习惯，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下

找出事物新奇的地方，并且运用我们的各种习惯，充分利用

我们先前的经验来应付它。这种把习惯集中在问题以及解决

办法上，就是理智的一项重要功能。习惯并不会自动地去进

行认知、观察或记忆活动。就习惯而言，它们“过分地有组

织、固执和确定”，冲动也不会令人自动地进行反省和沉思

。冲动“太紊乱、骚动和迷茫”。习惯需要理智，使之更富

弹性并能发挥作用，而冲动需要理智使之更协调。人们从过

去的反应中形成理智，便可以逐渐建立起一种“理智的生活

”（life of reason）。“理智”这个词表示“诸如同情、好奇

、探究、实验、坦率、追求等各种性情的愉快的协调”。因

此，理性并不是与冲动相对抗的力量；相反，理性是调和冲

动后的成就。杜威宣称：“那些明智地培养理智的人，将会

扩大（而不是限制）他们具有强烈冲动的生活，并且以冲动

运行中的和谐一致为目标。”结论是：人生活在一个社会环

境里，受到其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的限定

。因此，人性是：⋯⋯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制度

机构和文化传统不断地把生物原料塑造成一定的人的模样。

毫无疑问，人的生理特征的改变是有限度的，但人性作为一

个整体却具有高度可塑性。倘若人性对于环境的影响十分敏



感，那么，教育是可能做到的。人性对环境的反应可以是持

续变化的，也可以是固定不变的。迄今为止，世界上有过控

制严密的、褊狭的、处处设防的社会，也有过自由的、宽松

的、兼容并蓄的社会。这两种社会在影响甚至在形成人的性

格方面都是成功的。然而，杜威所提倡的是后一种社会。杜

威深信，一个理想的社会应是鼓励变通的习惯，而不是呆板

的习惯的社会；应是调和各种冲动的社会，应是培养理智的

社会。一个好的社会应让人们得到更多有利于成长的机会和

能力。根据社会形势的可能性及必要性，一种真正符合人性

的教育就体现在对人的天性活动的正确引导中。这些关乎人

性的事实使民主主义成为可行的和可取的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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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