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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278190.htm “现代生活意味着民主

，而民主则意味着使理智获得自由，从而产生独立的效用─

─把人的头脑作为一个独立器官予以解放，使之发挥它的作

用。”很明显，民主主义不单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它在

广度和深度上均超过了政治形式。民主主义是社会的和个人

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便要求一个社会中

的所有成年成员都自由地参与确定规范其生活的社会价值。

倘若这些行动没有自由的思维能力的指导和支持，全面的混

乱状态便会无可避免地出现。“假如外部权威在行动中被放

弃，它必须被那些借助理性发现和认识的真理的内在权威所

取代。”这种“真理的内在权威”是使理智获得自由，从而

产生独立的效用”的结果，是民主主义教育要设法帮助学生

发展的内容。真正的民主主义的特征是个人与群体间的相互

利益和自由交往，虽然这种理想曾偶然地和部分地得以实现

，但它仍然只是个理想。但是，根据杜威的观察，学校落后

于当代民主主义运动的情况尤其令人不满。传统的学校由于

对理智自由的原则认识有限，因而在组织和实践民主体制方

面并不成功。这种不良情况影响着教师和学生，而他们正是

学校生活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1903年，杜威这样描述当时

的情况：教师缺乏创造力和建设性的努力，而这些正是实现

教育功能所需的。学生发现，学校的环境在阻挠着（或至少

缺乏）个人智力的发展和运用这种智力的充分的责任感。如

果新的教育是“产生民主主义思想的工具”，其设计应旨在



挽救这个严峻局面，那么就应该充分认识和强调作为民主主

义之基础的道德原则，即在发现和证明过程中，我们该有的

责任感以及思想的自由。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学校本身就必

须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共同体，学生和教师必须同样享有民主

。这一章的目的，是分析杜威关于学校是一个民主主义共同

体的观点。这个讨论涉及两方面：教室中的民主和教育管理

的民主。学校的主要功能，就是教会儿童理智的方法或探究

的方法。这样，学校就可以发展实现民主主义理想所不可缺

少的方法。此外，这一章通过讨论学校系统本身的组织和功

能，也论证了教育和民主主义理想的关系。缺乏民主方法是

造成教育浪费的最大原因。要避免这种情况，管理机构就应

该把学校看成一个合作的共同体。因此，学校本身就是一个

公众团体或是一个社会。《杜威论教育与民主主义》杜祖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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