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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职业教育使人人“乐业”，使社会和谐幸福 

【浏览字体： 大 中 小】 2012-03-30 来源：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在杜威生活的时代，人们的职业观和职

业教育观非常狭隘。职业被看成是简单的技能，依靠训练就可获得；职业教育被看成是简单的商业教育或工艺

教育，接受职业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个人经济上的满足。杜威概括了当时美国职业教育的弊端，指出现

行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与文化修养对立起来，把职业教育课程等同于狭隘的职业训练，把学生训练成工人。 

  杜威指出，职业的实质是人的智力和道德的生长，它既能满足个人的经济需求，同时又能为别人提供服

务。职业是维系社会、培养学生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能力的最有益的途径，是个人获得真正知识、进行智力训

练的最有效方法。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要从事一种职业，所以，所有的教育实际上都具有职业的性质。 

  杜威认为，职业教育与文化修养具有内在的联系。由于工业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工业的进步在更

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科学的发展，因此，现代职业本身含有很多的理智因素和文化因素，广博的文化修养不仅会

加深学生对职业的理解，促进职业技能的习得和迁移，而且会使学生成为和谐发展的人，避免成为机器的附属

品。 

  在强调职业教育与文化修养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杜威进一步阐释了他对职业教育课程的理解。他认为，应

该把中学的职业教育课程和普通课程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中学应该开设各种职业课程，应该

有设备完善的工场；应该把普通课程和职业训练结合起来，使学生不仅学习职业专门技能，同时要获得普通文

化知识，这样，学生才能够加深对职业、职业技能及其意义的理解。 

  杜威还认为,在发展职业教育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更新观念，不能把职业教育仅仅看成就业教育。职业教育

不仅“给每个学生应该具备的理论知识赋予实践的价值，并他一种对他周围环境的条件和制度的理解能力。当

这一点做到了，学生就具备了正确选择工作和引导自己努力去获得必要的技能所必不可少知识和智慧。”职业

在人的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有了满意的职业生活不一定幸福，但没有满意的职业生活肯定不幸福。

如果一个人满意他的职业，就会醉心于工作，职业就会成为他发展的轴心，也会成为他生活幸福美满的源泉。

这样，即有益于个人身心健康发展，又可以使社会生活得到优化。使人人“乐业”，使社会和谐幸福。  

  杜威的教育主张，对于我们发展职业教育，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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