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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曲士培美国教育家杜威曾于1919

年5月至1921年7月，应邀在中国各地进行访问考察和教育讲

演。通过一系列活动，杜威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

了解，而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人士，则进一步了解了杜威

的思想和美国的文化教育。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中美文化交

流。杜威的教育思想对旧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

了深入探讨杜威与中国文化教育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回顾一

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在杜威来华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具有

重大历史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杜威来华的前几

年，新文化运动即已兴起。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帝国主义和

封建势力相结合，掀起了一股复古尊孔的逆流。袁世凯政府

祭天祀孔，把读经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程。面对这股复古思

潮，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坚持民主主义的理想，发动了反

封建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

杂志。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了“人权”（民主）

与“科学”两大口号，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向传统的

封建思想文化挑战。他在文中还要求青年建立新的人生观，

并向广大青年提出六项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

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

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是新文化运动中第一篇纲领性的文章。1916年，《青年

》杂志改名《新青年》并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蔡元培



、胡适等先后参加编辑或撰稿工作，使《新青年》成为当时

影响最大的进步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1917年1

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学校进行了深入的改革

。他积极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力倡导进步

的思想文化。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聚集北京大学

，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重要阵地。提倡民主

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所谓民主，就是实行资

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专制和独裁，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

。所谓科学，就是指自然科学和科学观点，提倡积极进取的

科学精神，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在《新青年》杂志上，

经常刊登一些宣传科学知识、破除神鬼迷信的文章；介绍一

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陈独秀坚决提倡民主

和科学──“德赛两先生”。由于提倡民主和科学，新文化

运动的斗争锋芒很快就指向以维护封建专制为基本内容的孔

子学说，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在政治上，对封建独

裁政权，对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对鼓吹复古主义者，进行了

尖锐的批判。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

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对封建

主义进行了空前的沉重打击，它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加速

了人们的觉醒，尤其是促使青年知识分子去追求救国救民的

真理。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杜威来华初

期，正值中国人民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五四

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新文化运动

。在此期间，《新青年》杂志继续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

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介绍西方的民

主政治、科学思想和文化教育，探索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



思路，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扩大了中西文

化、教育、学术的交流。杜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

氛围中应邀来华访问、讲学的。由此可见，当时一批有识之

士邀请杜威来华访问、讲学，是为了发展中国文化教育的需

要；杜威能够欣然接受这次邀请，也不是偶然的。他期望对

历史悠久的中国能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对中国发生的新变

化怀有很大的兴趣。其结果，杜威的中国之行，对中国知识

分子和文化教育、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对杜威本人

的社会、政治观点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来源：《杜威

论教育与民主主义序》人民教育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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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