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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和生理性的东西，教师就不应采取

自由放任的政策，让儿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诚然，适量的

人身自由和活动是需要的，这样，儿童们才能显示他们精神

上的个性。但仅仅是表面的自由，不一定能保证大量的表现

个性或是成就个性的机会；人身的自由，如果不受内在的和

个人的纪律约束，就可能导致混乱的和没有规则的行动。教

师必须考虑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为儿童提供机会“

使他们自己思考，制定自己的计划，系统地阐述自己的问题

，使他们的想法得以实现，并且检验他们的计划和想法，以

确定其结果”。杜威特别指出“为自己思考”这个概念的意

义。他说：“如果不是为自己，就不成其为思维。要发展思

维，我们必须尊重个人的因素，这是在脑力活动中不能被取

代的独特因素。”教师应该认识到在物质和人之间有着极大

的差异：前者可能是划一的、标准化的；但后者却没有这些

特性。正因为如此，管理学校不能跟管理工厂一样，因为学

校所做的，是关乎“精神、灵魂或是心灵的”，不能把它们

看作是没有生命的事物。如果学校强求划一的标准，个性将

无可避免地被降到一个机械化的较低水平上。因此，在教育

中强调个性，对发展健全的人格至为重要。不过，教师必须

懂得培养儿童的个性，并不是要孤立他们，或是授之以与其

他儿童不同的教学。实际情形刚好相反：表现民主主义社会

成员特征的个性，是在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孤



立环境中发展的。它是“通过某种社会性的权利和义务，彼

此互相合作”才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学校中帮助儿童发展

个性的最佳途径，是设计出“一套社区计划，使每个人都能

参加，并且计划实施柞出自己的贡献”。杜威自己也承认，

要把一般原则付诸实践是很困难的。但他尝试通过实验去找

出一种方法来。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杜威引述在芝加

哥大学的初等学校所做的实验，选出例子和图解，具体地描

述了他的发现。他认为教室的布置影响着教师和学生的态度

。在传统的教室里，同样大小的书桌，一行行拥挤地排列在

一起，丝毫不能引发学生的积极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只

是被动的态度。因为这样的教室，只是为学生吸收书本上的

内容和听教师讲课而设的。杜威所要的，是儿童可以工作的

地方；理想的课堂，应该是一个作坊，一个实验场，备有儿

童用以构思、创造和积极探究的各种物品和工具。低年级的

儿童应该学习烹饪、缝纫、编织、用黏土制造模型以及其他

的手工作业，渐渐地，他们应接触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而

教育工作者所主要关心的，不应是物质制成品而是教育经验

所带来的智力成果。此外，传统教室是为容纳大量学生，为

“应付尽量多的学生”而设计的，在这种环境里，儿童被消

极地视作“一个集合体”来处理，个别儿童的原创能力最终

就会下降，而发展个性也变得无望。新教育的价值即在于尊

重每一个儿童，视之为一个独特的个体，为让他们为自己而

去感受、思考以及行动提供机会。很显然，要实现个性化教

育，就得放弃千篇一律的课程和方法。在新教育中，重心不

在外部，而是在儿童内部；但这并不意味着根据个性原则儿

童就应当拥有绝对自由，不需要任何引导。正如前面所讨论



的，杜威在谈及自由问题时，首先便强调思想自由以及精神

上的态度和活动自由。本质上，自由是指思维在学习时所起

的作用；“它意味着主动的思考，独立的观察，富有见识的

发明，对结果的预测以及可以适应这些条件的灵活性。”个

性并不只是一些感受、冲动或外在的行为，它依附于智慧。

杜威批评卢梭所主张的关于个性的浪漫主义教条，是“感情

用事地把儿童的不成熟加以理想化，非理性地否认成年人的

知识和成熟的经验具有较高的价值；刻意地否认社会组织所

体现的目的和工具的价值”。诚然，理智的自由如果要起作

用，通常都要求好奇心的表现有一定的弹性，即使这些好奇

心的表现不太成熟和过于空想。不过，理智自由仍需要接受

指导才能有效地运作。通过指引和建议，儿童的自由活动便

会以符合逻辑的方式达到有价值的结果，而不再是散漫的、

单纯的冲动表现。杜威指出，如能充分了解儿童的本性，就

会知道他们与生俱来的冲动，就是发展个性的自然资源。在

学校中最能加以利用的冲动可分为四类：交往、探究、建造

和艺术表现。它们可称为儿童的“兴趣”。教育的作用，就

是把这些天生的冲动或兴趣变成智力活动；而教育的责任，

就是帮助学习者找到能够满足他那被刺激起来的好奇心的途

径。当然，科学方法是最值得推荐的方法，它向学习者“确

切而具体地展示出理智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如何最有效地运

作”。培养科学方法或理智的方法，应从直接经验开始。教

师应该鼓励儿童积极地参与教育过程──为自己去亲自体验

、思考并且采取行动。在实际经验中，总有一些问题可以激

起儿童的好奇心，进而促使他们运用理智来探讨这些问题情

境。毫无疑问，实际经验为锻炼人类理智、培养思维以及发



展个性提供了上佳的机会。因此，学校应该促进学生的个性

。前面已指出，民主主义正努力为个人争取在社会中生长、

发展和改变的自由。自由是个性发展的一个目标。根据杜威

的观点，在学校中实行个性原则，将自动地使儿童了解民主

主义的三大价值：平等、自由和博爱。杜威认为平等是“一

项道德上、政治上以及法律上的原则”，它并不表示天资的

平等。实际上在人与人之间天资明显地不平等，同时；这些

天赋差异往往导致那些天资较差的人受到压迫和剥削。为了

捉进每个人的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建立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平

等是很重要的。在个性受到尊重的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有

同等的权利来发展自己的能力、表达个人的意见和做出决定

。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与任何其他人有着同等的价值。在

学校里的所有儿童，无论他们的性别、种族、国籍或社会地

位有什么差别，都应该有同等的机会以他们自己的独特方式

发展自己的潜力、兴趣、才能以及独创性。在课堂上，应该

让每个儿童都有平等的权利参与全部教学活动，当然，这并

不是说要把所有学生都视作有同等潜力和能力的个体。而且

，平等并不单是一个政治和法律上的问题，它亦是一项道德

原则。要实践这一原则，就意味着要对普通人的能力充满信

心，相信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做出

一些有价值的贡献。《杜威论教育与民主主义》杜祖贻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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