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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校与公众的关系前，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生活已经经

历了一个彻底的、激烈的变化。既然教育对生活是有意义的

，那么，教育也必须相应地经过一个彻底的变革。教育确实

影响了社会变化的发生，但事实上，其变化速度较诸社会其

他部分要慢一些。所以，有必要“把学校教育和正在产生社

会变动的力量，以及由这些变动引起的需要，更紧密地联系

起来”。这样，学校才能积极地参与指导社会变革并共同建

设新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学校在社会中的应有的功能。不幸

的是，许多人（包括一些学校工作人员）未能认识到一个明

显的事实，即社会总是在变化过程中，学校应该分担重建社

会的责任。这些社会上的保守人士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

应该是固定不变和统一的。对他们来说，任何变化的事物都

会引起混乱和冲突。变动并不是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因

此，他们的教育观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坚持认为学校不应试

图参与社会变革。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严厉地批评那些提倡

建设性变革的现代教育思想，一致反对新的教学内容和新的

教学方法，不愿意接受任何新的观念和新的思想。他们试图

保住他们控制和影响下的学校传统的和保守的性质，不愿意

接受任何新的观念和思想。因为根据他们的观点，传统的学

科是最基本的，心智训练的心理学也是最完美无缺的。他们

批评现代课程计划是非学术性的，批评进步主义的方法是低

效率的。他们相信一切教育活动应该限制在教室里，任何强



调学校的社会功能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教育的目的，就是为

了维持现状。在杜威看来，这种教育上的保守主义是自相矛

盾和没有道理的。说它自相矛盾，是因为当他们否定学校的

社会功能时，他们的保守态度又暗示着他们意识到学校在社

会中的影响。杜威写道：这种（保守）态度意味着什么呢？

它岂不是表明它的鼓吹者实际上采纳的观点是：学校能够有

所作为，能够积极地、建设性地影响社会？因为他们实际上

认为学校应该对那些试图利用学校的社会力量作区别对待；

教育不应全盘接受这些社会力量，而应在既定的方向引导下

，加以选择和组织。保守者所主张的方向，是坚持旧有传统

和维持现状，反对变革。而现有的证据已经表明这种现状理

论是不能成立的。真正的“现状”是不存在的。杜威说：根

本没有什么现状，有的只是安迪（Andy）向阿莫斯（Amos）

所说的一个短语的字面解释：对“我们置身其中的一切事物

”所给的一个名称。要定义什么叫“现状”并不困难。困难

的是，现实事件的运动与我们所说的这个名称几乎没有什么

联系。尽管有这个困难，社会变革的反对者，仍不断设法为

他们的观点辩护。最普遍的观点就是，他们断言任何引起社

会变化的建议，都是与人性相违背的，他们声称：“人性由

于自身的结构是根本不能改变的，任何变革建议都注定失败

，因而甚至不应去尝试。”在杜威看来，这种认为人性是不

可改变的想法，是基于错误的人性理论做出的错误论证。这

种“人性不可改变”论，可以更确切地表述为“习惯和习俗

的固定不变”。人性的稳定性不能被用来维持现状，因为像

以前讨论的，人性是可塑而不是静止的，是现有的惰性在阻

挡着进步。社会上的保守人士有意无意地把这些已形成的旧



习惯解释为人性。杜威说：习惯是“第二天性”这种说法由

来已久。任何对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观察敏锐的人，都知道

时常发生的事情中的某件事情，是第二天性或习得的天性被

误认作第一天性。正是人们习以为常之事物提供了一般标准

，用以区分什么东西是自然的，而什么东西是跟自然相反的

。当他们声称“现状”属于人性时，实际上他们只是证明了

人的行动受到既有的习惯或“习得的天性”的控制，同时社

会的进步亦受到其限制。显然，社会和教育的变革并不是与

人性相对立的，事实是“某些事物与自然相‘对立’的论点

倾向于采取与人性相对立的形式”。其实，人性是充满生机

的、活跃的、具有高度灵活性和可以变化的。社会保守人士

总是利用那些早已跟现实没有什么关联的旧观念和习惯，来

论证和巩固某种情形，而在实践中正是这种情形削弱了这些

旧的观念和习惯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存在着一种拼命抵

抗社会变革的反社会力量使所谓现状得以继续存在。这种反

动的倾向，主要从少数特权集团中产生并得到他们的支持。

这些人从现存的惯例中，得到他们单方面的利益。他们想要

维持得到确认的现状，目的是为了防止失去他们在政治、经

济和文化上的优势。这股反动力量非常强大，对社会和教育

制造了压力。杜威认为，像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原教育主义

者、三K党这些组织，都是“好斗的现状维护者”。在学校

中，他们极力主张强迫阅读基督教《圣经》，强迫用规定的

方法教授宪法，要求教师忠于专门的誓言，修正历史教科书

以符合他们的偏见，禁止与劳工运动有联络的教师工会等。

诚然，这种反进步主义运动，使教师和学生深受其害。但是

，没有必要因这种状况而悲观，因为，三十多年以前杜威已



经指出，实际的“现状”是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社

会状况确实处于变化过程之中。事实上，不存在所谓现状；

人类历史的进程正是一部变化的记录，它表明了人类社会在

过去一个世纪里，一直在发生迅速的变化。杜威说：我们不

难引证一些值得尊敬的权威。这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不

是为了得出某种教条式的结论。他们曾经说过所有那些影响

人类相互关系的社会条件，在过去一百五十年内的变化，比

一百五十年以前的全部时间的变化还要大，而且，这个变化

的过程仍然在继续。社会现状显然不是固定不变的和划一的

，而且它也不可能是这样。杜威继续说：要设想所有这些变

化都趋向于一个协调一致的社会结局，需要极大的无知或理

智上的天真。如果需要反证，那么，保守主义者为处于危险

中的那些古老的和受过时间考验的价值和真理发出的悲叹，

以及反动派阻挡变革潮流的努力，便是足够的证据。所以，

“维持现状”的思想，是一种“自我强加的幻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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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