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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在于把真正的人类生活与仅仅作为动物的存在相区别，

同时，亦能把一个有批判头脑的人和一个笨人区分出来。正

是那些有批判头脑的人使一个民主主义社会充满生机，因为

只有当人们学会了怎样独立思考、探究并把理智作为一种方

法时，社会才能免受迷信、宣传以及权威主义教条的影响。

既然教育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那么，理智的培养，或者

反省思维习惯的培养，就必须是最重要的教育目的之一。由

此可见，思维的培养是杜威教育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思维培养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一个人可以通过适当的教育

来获得关于思维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还在于通过适当的教育

，可以避免发展出“引向错误和有害的信念”的不正确的思

维方法，这两个功能都是菲常重要的。但是后者要比前者更

加关键。杜威说道：倘若值得担忧的危险只是缺少任何发展

的话，所需要的系统训练可能少于目前的状况；但如果引起

错误的发展，危险就大得多了。思维能力在道德上是中立的

。既然人的思维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那么，思维能力就能使

我们从对于本能、欲望和常规的奴性依附中解脱出来。同时

，思维能力也带来了犯过失和错误的机会和可能性。为了取

得称心如意的变化，就需要对思维能力作细致的教育上的引

导。杜威指出一个事实，人通常都“倾向于相信那些与愿望

一致的事物”，并有一种“与其他事物相协调的愿望”。这

些倾向经常导致产生偏执和成见，严重妨碍了理智的发展。



毫无疑问，我们有必要首先培养那些“有利于使用最好的探

究和实验方法”的态度。正确态度的培养，是思维教育的先

决条件。杜威认为：由于这些态度的重要性，我们在训练思

维时，并不单靠对思维的最佳形式的了解便可成功；拥有这

方面的信息，并不能保证有良好的思维能力。再者，我们也

没有一些固定的正确思维练习，使学习者只要反复练习就能

变成一个优秀的思维者。固然，这些信息和练习都有其价值

，但是，除非一个人受他自己性格中某些占主导地位的态度

所激励，否则他是不会认识到这些价值的。换言之，一个人

单单知道反省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有运用

这种方法的愿望和决心。在从事思维教育前，人们须培养以

下三种基本的态度。这里我们引用杜威的论述：一、虚心。

这个态度可被界定为没有偏见，没有党派性，没有其他使心

智封闭、不肯思考新问题和容纳新思想的习惯⋯⋯它包括一

种积极的愿望，即乐于倾听多方面的意见；充分注意各种可

能性；认识到即使我们认为最可贵的信念也有可能出错二、

专心。当任何人对一些事物和原因有十足的兴趣时，他会投

身其中；即我们所说的，“尽情地”或是全心全意地投入。

这种态度或意向的重要性，通常在实际的和道德的事务中得

到承认。但是，在智力发展上亦同样重要，有效思维的最大

敌人莫过于兴趣的分散⋯⋯当一个人专心一意于某个主题时

，这个主题便会自然而然地使他继续下去⋯⋯他不用花费精

力，强迫自己把心思集中在这个主题上。（这样反而会减少

他原来可用于这件事情的精力，并导致心思分散。）关于该

主题的材料自然会支持和鼓励他，为他更进一步地思考提供

动力⋯⋯三、责任心。责任心跟诚意或全心全意一样，通常



被认为是一种道德品质而不是一种智力资源。但是为了向对

于新观念和新思想的渴望，以及向吸收主要内容的热情和能

力提供足够的支持，这便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态度⋯⋯理智方

面的责任心就是指考虑计划中的步骤的可能结果；也就是说

，假如这些结果是合理地从我们已采纳的态度中推导出来的

，我们便愿意承受。理智的责任心保证了完整性，也就是信

念上的一致和协调⋯⋯能够把事情完满结束，就是有始有终

的真正含义，而所需要的力量，有赖于我们是否具有理智的

责任心的态度。前面所述，清楚地表明虚心、全神贯注的兴

趣以及面临结果时应有的责任心，是在发展反省式的思维习

惯时所不可缺少的态度。这些态度，为反省思维提供了“准

备”，“这种准备，与仅仅在习惯、传统、偏见等基础上做

出判断的意向，以期逃避思考的工作，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它们是“个人性格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必须在思维的教

育中培养出来。杜威认为，让我们的头脑养成思维的习惯决

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思维培养的基本要素，与反省的步骤是

相同的。他写道：教学的各个过程在何种程度上专注于培养

学生有良好的思维习惯，它们便在何种程度上达到统一。当

我们正确无误地谈到思维的方法时，最重要的是，思维是一

种有教育意义的经验的方法。故此，该方法的要素跟反省的

要素相同。这些要素就是：第一，学生要有一个真实的经验

情境──要有一个本身能引起学生兴趣的连续活动；第二，

在这个情境里产生一个真实的问题，作为对思维的刺激；第

三，他要拥有信息并从事必要的观察，来对付这个问题；第

四，他有责任一步步地展开他所想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五，他要有机会通过应用来检验他的想法，使这些想法意



义明确，并且让他自己去发现它们是否有效。为了帮助学习

者掌握思维的能力，教育者必须懂得思维的性质。他还必须

在培养思维的过程中，懂得怎样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以及怎

样为这项工作提供理想的环境。因此，通过专注于良好思维

习惯的培养，教育的各个过程实现了统一。换言之，思维就

是有教育意义的经验的方法。在一个民主主义社会中，没有

人会怀疑学校培养学生优良思维习惯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意

识到成年人跟儿童一样，也需要获得进行反省思维的能力。

在有些情况下，连教育者本人也还需要改进他们的反省思维

的技能。教师、教育研究者以及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有必要掌

握理智的方法，以便研究和了解他们的儿童，与社会相沟通

，找出教育方面的问题，设计和进行实验与调查，组织教学

计划，评估教学法及其成就，明智地和民主地开展他们的工

作，以及解决教育中的其他专业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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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