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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67_467802.htm 既然新教育以民主为目

标，而民主又意味着使理智获得自由，从而产生独立的效用

，那么，学校的首要职能就是教会儿童理智的方法或探究的

方法。根据杜威的观点，在这个思维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

者应该利用儿童的天赋资源，因为人们“不可能将思维能力

强加给那些本身不能自发地”或“自然而然地思维的生物”

。因此，教育工作者必须学习了解人性，特别是了解那些“

需要加以引导，用于形成反省思维习惯的起作用的力量”。

杜威提出的第一种天赋资源就是“好奇心”。这是一种生而

有之的倾向，是一种向前延伸、向四周拓展的永不停息的冲

动。好奇心是扩大经验的基本条件，是反省思维的基础。当

儿童提出“为什么”、“什么”等问题时，教育工作必须先

激发起好奇心，然后再利用它，并将这种好奇心引入一种具

有教育意义的经验中。当好奇心达到智力阶段，它就变为“

惊奇”，这种惊奇又是系统探究的生长点。第二种天赋资源

是组成思想的“暗示”或“想法”。然而，仅仅是几种暗示

相联结，还不是反省思维。我们以往的经验，会提供一些与

现在的经验有关的联系。这个事实暗示着，在人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的经验中，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和相互联系。因而，

教育工作者有必要认识到，思维不是一种简单而又不可改变

的官能，不单如此，由于个体间的差异，教育工作者还应该

认识到，事物获得意义的途径是因人而异的，换句话说，思

维处理的是特定的问题，而任何题材都可能变成需要处理的



问题。杜威提出的思维教育的第三种天赋资源是“条理性”

，即暗示或想法的相继性、连续性或有序性。它使我们能够

进行系统思维或反省思维。如果想法离开了井然有序的条理

，就不可能进行反思，因为思维产生于想法之间或一系列暗

示之间的联结。杜威说：“只有思路有条不紊地受到控制，

从中得出的结论包含了先前那些想法的理智力量时，。我们

才具有批判性的思维。”明白了通过教育所达到的价值以及

天赋资源在思维培养中的重要性后，教育工作者便可为完成

这项任务着手建立合适的教育环境和气氛。为了发展儿童反

省思维的习惯，教育工作者必须提供“可以激发和引导好奇

心的条件”；他必须指出“已知事物的内在联系，而这些联

系将在以后的机会中促使暗示的涌现”；他还必须指出“问

题和目的，以利于培养思路的连贯性”。所以，教育工作者

须是一个懂得个人特性和习惯、善于了解学校环境的影响的

有识之士。传统教育由于缺乏这些，以致在其理论和实践中

形成被动的态度，机械化地把儿童聚集在一起，采用千篇一

律的课程和教学方法；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培养思维能力是

不可能的。要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唯一途径是调整能激发

和指导思维的成因。这样，就必须摒弃传统教育的课程和方

法，因为这些都是跟经验脱离、机械刻板、不能发展智能的

，而另一方面，必须建立起已经被证明能有效地丰富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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