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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67_294677.htm 一个人怎样能够变得明

智？怎样才能获得更准确的判断能力，怎样才能做事更有成

效？找出解决问题时最明智的探究方式是至关重要的。杜威

写道：寻找探究的方法，并不是隐秘地笼统地去进行的。我

们可以从那些方法是否可行来检查和加以控制；我们可以对

先前所指出的各种方法加以比较，得出有条理的或符合理性

的结论。这是因为通过比较和对照，我们能弄清楚某些手段

与媒介如何以及为何可以提供正确可靠的结论，而其他则没

有也不能这样做，在这里所说的“不能”，正表达了所用的

手段和所要取得的结果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那么，什么是

探究？杜威作了界定：探究是一种受控制的或有方向的转化

活动。它把一个不明确的情境转化为明确情境。在这明确的

情境里，它的组成成分的区别和关系都是那么明确，从而将

原初的情境中的要素统合为一个整体。要做到这一点，就需

要一个完整的反省行为，在此过程中，“迷惑、用难和纷乱

的情境”将会变成“澄清、一致和稳定的情境”；在这一阶

段，由于理智的作用，“疑惑已被消除”，从而获得“一种

制胜、满足和愉快的直接经验”。反省思维的全部活动可分

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确定的情境”或“有疑问的情

境”。这种困难的、迷惑的、不确定的、易变的、扰人的和

令人难堪的境况，会引起人们的探究。这种情况可称为“探

究的先行条件”。第二阶段是“问题的设定”或“理智化”

。正如刚才所说的，探究的第一步就是把一个情况看成是有



问题的。但这并没有使探究的工作更深入，我们所需要的是

探索性的思维。因此，我们把不明确的情况转化为一个问题

，一个明确的问题。这问题就是“探究的对象确立了困难所

在，因而便于我们找出应付的方法和手段”。这是重要的一

步。“倘若没有问题，犹如瞎子在黑暗中摸索。”况且，一

个问题必须清楚地加以界定，因为对问题地误解将导致后来

的探究与之无关或误入歧途。第三个阶段是“决定解决问题

的方法”或“假设”。在这一阶段上，首先是去寻找“已知

情境中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组成了问题的字眼”。在

所提出的任何有关的解决办法中，人们必须考虑这些组成部

分。接着出现了一些“建议”，这些可能解决有关问题的建

议，都是来自对实际情况的观察。这些解决方案都是关于“

在观察的条件下进行某些操作时所可能出现的”一些预期结

果（预测）。在技术上，它们被称为“假设”。思维活动的

第四个阶段是“推理”。它使那些可能的解决办法在头脑中

具体化，从而考虑每个办法可能导致的结果，从事探究的人

会细心思考，他采纳一种或另一种计划时将会产生什么结果

。在这一阶段，探究者有目的地和有意义地把假设与猜测的

结果联系起来。杜威解释道：当一个假设一旦被提出和接受

，就会跟其他概念架构一起发展，直至这个假设获得一种能

引起和引导一项实验的形式为止，而这个实验能揭示一些最

有力的条件，使我们决定是否接纳或抛弃这个假设，这个实

验也可能指出我们需要对这个假设做出怎样的修改，才能使

之具有适用性，如使之适用于解释和组织某个案例中的事实

。第五个阶段是“以行动检验假设”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

，探究者直接依赖经验，看看所预期的结果是否出现。杜威



表示：当一个问题情境要求做出广泛的探究，以期影响其解

决方法时，一连串的相互作用便会介入。一些观察到的事实

指向某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它会引起进一步的观察。一些新

观察到的事实跟那些先前观察到的事实有着相互联系，并且

排除了那些不具有证明功能的观察到的事实。这些事实的新

秩序提供了一个经过修正的思想（或假设），而这种新思想

又引起新的观察，它的结果再一次确定了事实的新秩序，如

此循环往复直到现存的秩序达到统一和完整为止。在这一系

列过程中，那些代表着对问题的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思想便得

到了检验或“证明”。这最后的检验阶段是需要实验的；也

就是说“根据某个思想或假设的要求，审慎地安排条件，看

看根据这一思想从理论上预示结果是否真的出现”。只要实

验结果与推理结果一致，并且只要实验是产生该结果的唯一

方法，就能推导出一个结论。相反，如果证据不出现，也就

是得出来的结果不能证实假设，我们便要把假设再加以修改

和订正。从这一点来说，失败不仅仅是失败，它是有启发性

的，因为失败会暗示我们下一步应进行怎样的观察。总之，

反省思维的全部活动是一系列慎重的操作过程，其中“问题

情境将会得到处理和解决”。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这种理智

探究方式是实验性和实践性的。它是一个分析与综合相联结

的过程，也是起源于经验论的工具。虽然理智方法难以获得

，但它仍是一种习得的现象。既然杜威认为对于人类有必要

进行理智上的引导，那么，使方法和理智更加完美的问题，

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就显得最为重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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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