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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经验论的当代教育意义探寻 
杨颖东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摘  要：“经验”在每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教育的世界中经常遭到漠视和误用。

这种漠视和误用无论是对于深化教育理论认识，还是有效地指导教育实践都是不利的。通过对杜威经验论

的解读，分析了当把经验纳入教育视野中考察时，既具有对教育理论认识的整合意义，也能够通过经验实

现课堂教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沟通，从而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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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一个

词汇，每个人经常性地都在谈论着自己的“经

验”，分享着他人和集体的“经验”。然而，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教育世界中，与每一个

学习者的成长和发展息息相关的“经验”总被认

为是一种狭隘的、分散的、不具普遍性的，从而

也是无足轻重的东西遭到我们的漠视、贬低和误

解。这种对于经验的漠视和误读，既不利于我们

深化教育理论的认识，也不利于我们有效地指导

教育实践。 
回归对教育经典文本的解读对于上述问题

的解决也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当扭头转向历史

时，我们蓦然发现，关于“经验”的理论一直贯

穿在杜威的教育著作之中，被他视为根本的教育

哲学。在杜威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经验与教育》

中，他更是明确地表示：“教育是在经验中、由

于经验和为着经验的一种发展过程，愈是明确地

和真诚地坚持这种主张，对于教育是什么应有一

些清楚的概念就愈加显得重要。”[1]250 同时，

杜威又宣称：“教育哲学是属于经验、由于经

验和为着经验的”[1]251，当我们对杜威相关经

典著作深入解读之后可以发现，他所倡导的经验

观无论对于促进教育理论的深化认识，还是对于

更好地指导教育实践，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杜威“经验”概念的内涵解读 

何为经验？《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反应

了杜威早期对于经验的认识，《经验与思维》

一书中则反应了杜威晚年对经验进一步的深

化认识。 
杜威的经验观，首先是建立在对传统经验观

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第二

十章中，杜威对古希腊的经验观和近代以来形成

的感觉主义经验观进行了批判。杜威认为古希腊

的经验观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将经验与理性断然

对立起来，经验是只关涉纯粹实际的事情，它只

是大量分散尝试的结果，无法获得普遍性的认

识。甚至经验还意味着某些道德上危险的东西，

如肉欲的、物质的和世俗的这类词语所暗示出来

的意义。因此，越是重视理性的价值，经验的价

值就越是遭到贬低，甚至经验成为了理性认识的

“敌人”。与之相反的是，近代以来的经验观抨

击了古希腊的那种纯粹的理性观念，认识到了经

验对于认识的巨大价值。然而，人们又把经验看

作纯粹的认知，忽略了经验所固有的主动和情感

的方面，最终把经验狭隘化为被动受纳的孤立的

“感觉”。在对这两种经验观进行批判之后，杜

威鲜明地提出了“经验即实验”的观点。认为经

验“首先是实际的，不是认知的——是行动和承

受行动的后果。”同时“认识到行动可以加以指

导，吸收思维所提出的一切变为自己的内容，形

成牢固的经过检验的知识。于是‘经验’不再是

经验性的，而变成实验性的了。”[2]294 

                               
收稿日期：2011-06-10 

作者简介：杨颖东（1979-），男，湖北随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学原理。E-mail: dawn5210_@163.com 

  



 
 
 
28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2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还提出了经

验的性质和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从性质上讲，

杜威认为“经验包含一个主动的因素和一个被动

的因素，这两个因素以特有的形式结合着……在

主动的方面，经验就是尝试——这个意义，用实

验这个术语来表达就清楚了。在被动的方面，经

验就是承受结果。我们对事物有所作为，然后

它回过来对我们有所影响，这就是一种特殊的

结合。”[2]153

在对经验的性质分析的基础上，杜威还按照

经验所含思维的比例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经

验：“试验”性的经验和反省性的经验。“试验”

性的经验是指通过反复的试误直到偶然碰巧成

功完成一件事情，虽然“发现某一行动和某一结

果彼此关联的事实，但是没有发现他们是怎样联

结的。”[2]159在“试验”性的经验基础上，如果

“我们进行分析，以考察处在中间的东西，以便

把原因和结果、活动和结果结合起来。”[2]159这

时候，经验的质量就发生了变化，这便是杜威所

认为的反省性的经验。 
并非所有的经验都具有教育价值，在现实的

教育实践中还要区分有教育价值的经验和没有

教育价值的经验。在《经验与教育》一书中，杜

威提出了判断经验价值的两大标准：经验的连续

性原则和交互作用原则。 
经验的连续性原则就意味着“每种经验既从

过去经验中采纳了某些东西，同时又以某种方式

改变未来经验的性质。”[1]256每一种经验都是一

种推动力，经验的连续性原则还意味着要按照经

验所推动的方向去评断和指导经验的价值，只有

对人的生长和发展起着促进性作用的经验才是

具有教育价值的经验。同时，经验不仅只是在个

体内部进行着的东西，这种内部进行着的东西更

不是在真空里产生的，在个体之外，还有产生经

验的一些源泉，这两个方面便构成了经验的内部

条件和客观条件。任何正常的、有价值的经验都

是这两种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二者的交互

作用中，便形成了我们经常说的情境，并且情境

和交互作用这两个概念密不可分。 
经验的交互作用原则就是要在每一个具体

的情境中赋予经验的客观条件和内部条件这两

种因素同等的地位。杜威认为，经验的这两个原

则既互相交叉又互相联合，无法分开，它们构成

了经验的经度和纬度。 
二、“经验”作为深化教育理论认识的基点 

杜威对“经验”涵义的改造，不是在对个体

真实存在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否定基础之上进行

的，相反，他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的。

杜威“经验”涵义的宝贵之处，在于他教会了我

们一种看待日常生活经验的哲学视野，通过这种

视野，我们认识到了经验所蕴含着的巨大教育价

值以及实现这种价值的可能性。正是从这个意义

上来看，经验为我们深化对教育的理论认识提供

了一个坚实的基点，一条认识教育的内在线索，

借助于这个基点和线索，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地理

解教育的本质。 
（一）以经验为基点体悟教育的生成性本质 

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前六章中，

首先分析了教育的必要性，即教育是生活的需要

和社会的职能，并勾画了他的教育“理想类型”

——教育即指导，教育即生长。然后，杜威对传

统的教育哲学观念如预备说、展开说、官能训练

说、塑造说、复演和追溯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在这种正面勾画和反面批判的基础之上，杜威提

出了他对于教育认识的一个核心观念：教育即经

验的不断改组和改造。任何个体的发展，都必然

是从现有经验的基础之上，不断的朝着未来的经

验而去。而每一个个体的现在经验，既不是处于

真空之中，也不是凭空而来，它总是包含着过去

经验的某些成就并且处于某种具体的环境之中。 
从过去的经验到现在的经验再到未来的经

验转变过程是一个经验不断扩大化和丰富化的

过程，是一个同时伴随着身体、智力、德行不断

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能够发生，是经验

的内部条件（思维、习惯、兴趣等）和为经验提

供源泉的客观条件（环境、方法、教材等）不断

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思维尤其是反省性思维

在各个环节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不断

地相互作用，推动着经验的不断改组和改造，这

种经验的不断改组和改造，就是个体的不断发

展，不断向上生长的过程。个体经验的不断生长

和相互交流，就积聚成群体和社会经验的不断生

长，个体和群体的全部经验就构成了生活，所以

杜威说教育是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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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根本上讲，教育的过程本质上就是

个体经验的不断改组和改造，个体和社会群体在

这种改组和改造的过程中永远地实现着向上生

长。因此，当用经验的视角来解读教育时，我们

能清晰地看到，教育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个体生命

不断生成的过程，只有用生成性的观念去看待教

育时，才能够深刻体悟教育的本真意义。 
(二)以经验为基点超越教育目的观中的二

元论认识 

当我们以经验为基点来解读教育时，它还有

助于我们超越在教育认识中持续存在的一些二

元论。例如，在关于教育目的的认识上，个人本

位论和社会本位论是一个争论不止的话题。 
个人本位论者主张教育目的应当是从受教

育者的本性出发，充分发展受教育者的个性，增

进受教育者的个人价值；社会本位论者则主张教

育目的要根据社会需要来确定，个人只是教育加

工的原料，教育的目的在于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符

合社会准则的公民，使受教育者社会化，保证社

会生活的稳定与延续。[3] 之所以形成这种对立性

的认识，根本的原因在于双方都没有从二者的关

系中去认识和确定教育的目的。我们无法想象一

个没有任何个人的纯粹社会，同样也无法想象一

个不受任何社会影响，不具任何社会印记的纯粹

个体。只有在每一个个体的经验中，个人才能既

深刻地感受到需要、兴趣、情感等个体性的因素，

同时又深刻地感受到规则、文化、价值等社会性

的因素。 
杜威的经验，绝非纯粹的个体体验和感受，

它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种相互作

用中，个体在不断地进行着反思和行动。每一个

个体的发展都是建立在适应社会的基础上进行

的，同时，每一个个体的发展也在共同地改变着

社会。因此，个体经验的每一次改组或改造，伴

随着的都是个体自身的成长和社会对个体“浸

润”程度的不断加深。 
我们不能在认识上划出一道鸿沟，这边是个

体，那边是社会。真正好的教育，当它在促进个

体经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就必然同时蕴含着有

益于社会发展的个体发展，正是在个体经验的改

组或改造中，既包含着教育的个体目的，也同时

在实现着教育的社会目的。 

三、“经验”作为教学实践回归生活世界的

桥梁 

当用杜威的经验观来反思当前的教育现实

时，我们能够清楚地发现：在当前的课堂教学实

践中，要么是对学生经验的漠视——学生在家庭

中作为家庭成员的经验、在社区作为小公民的经

验、在生活中作为一个好奇的探索者的经验、在

网络社会中作为网民的经验等等，很难与在课堂

教学中作为一个学习者的经验建立连续性的密

切联系，而一个学生总是带着这种来自生活世界

的各种真实经验坐在课堂上进行学习的。 
要么虽然重视学生的经验，但对学生经验存

在着误读和误用——把学生的经验仅仅视为是

被动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或者仅仅视为一片可以

随时从中打捞的池塘，当需要的时候便打捞一些

生活中的“经验”作为对学生进行常规教学环节

的“餐前开胃菜”，借此希望能够调动学生的学

习兴趣，然而，如何将讲授的知识真正融入到学

生自身的经验中并促进学生经验的发展却常常

地被遗忘。 
这种漠视和误用，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作

为一个整体的人从生活世界中所获得的经验被

分解成各种互不联系的部分，课堂学习便由于这

种分裂变成了生活之外的东西。因此，教育界便

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教育要“回归生活世界”的呼

声。然而，回归生活世界“不是要把教育‘放归’

自发的生活，而是要使生活成为教育的有机构

成。”[4]生活如何才能成为教育的有机构成呢？

在杜威的哲学视野中，经验始终体现为在一定情

境中的不断反思和实验性行动，经验之间也具有

连续性和交互作用的性质。正是基于对于经验的

这种理解，学生的课堂教学世界与生活世界就可

以通过经验建立一个“充满生机的联盟”，在这

个“充满生机的联盟”中，由于学生的课堂教学

世界融入了学生真实的生活世界，生活也便真正

融入到教育之中，成为教育的有机构成。 
（一）在融入学生经验的过程中实现教学向

生活世界的回归 

上课铃响，当学生整整齐齐地坐在课堂上开

始学习的时候，他们只是被视为一个纯粹进行认

知活动的理性个体，一切似乎与当时的认知活动

无直接相关的经验都必须排除在外。抛开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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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经验，把学生视为一个抽象的理性个体，这

是课堂教学世界与生活世界分离的重要原因，也

是导致课堂教学低效的重要原因。 
“进入教育过程的个体是一个具有文化遗

产的儿童，他具有特殊的心理特征，在他的内心

有家庭环境的影响和四周经济状况的影响。”[5]

学生总是带着这些影响所构成的整体生活经验

进入到课堂之中的，课堂教学必须建立在对学生

的这种整体生活经验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进行，

否则，便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如果一名语文教师讲授老舍《济南的

冬天》时，并没有认真地分析，对于一个生活经

验是生长在东南沿海地区的 12、13 岁的孩子来

讲，这篇课文需要怎样的一种导入，老师机械地

以柳宗元的《江雪》这首与冬天有关的古诗作为

新课的导入。由于旧知与新知之间缺乏任何内在

的联系，更重要的是，由于脱离了学生自己生活

世界中形成的对冬天的整体经验，老舍、济南的

冬天以及相关的一切只是作为符号被灌输给了

学生。 
如果讲授自然科学课的老师，利用同学们的

好奇心，通过自然而又巧妙地展现许多人在日常

生活经验中碰到玻璃杯遇热后瓶底炸裂的现象

作为新课的导入，就能够迅速激发同学们对于课

本上“热胀冷缩”原理的学习兴趣。[6]

从以上两种不同的课堂教学中，我们能明显

地感受到，在第一种教学情境中，由于教师没有

认真地去关注学生在生活中关于冬天的经验，没

有从学生自身的经验出发去导入新课，所以济南

的冬天虽然在老舍的笔下是那么富有诗意和生

机，但对学生来讲只是停留在冷冰冰的符号世

界，难以激发他们情感上的共鸣，更不用说提高

学生在生活中的审美能力了。这样，课堂教学世

界便成了一个纯粹的符号世界，与整体的充满生

机的生活世界变成了两个互无联系的世界。 
在第二种教学情境中，正是由于教师关注了

学生生活中的经验，生活世界中的真实内容自然

地走进了课堂教学世界，课堂教学世界似乎只是

生活世界的一种自然延伸，在课堂教学世界中，

生活世界之中的问题能够在师生共同的学习和

讨论中得到更好地解决，这样课堂教学世界和生

活世界便实现了很好的沟通和融合。因此，在课

堂教学世界中，教师必须时时认真地关注和分析

学生的整体经验，通过这种真实的富有生命力的

经验建立课堂教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沟通基础，

这样的课堂教学才能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二）在促进学生经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教

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关注学生的整体经验，以此为基础进行教学

导入，只是为实现课堂教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沟

通提供了一个前提。“回归生活世界不是机械地、

简单地回到生活细节、生活事件、生活经验甚至

整个日常生活。教育理论引人‘生活世界’这一

概念，实质意味着对教育中人的主体地位的认可

和对人的生命的尊重。”[7] 回归生活世界的本质

在于在课堂教学世界中要关注作为整体的具有

主体性的人的生长，而在杜威看来，“生长的理

想归结为这样的观点，即教育是经验的持续不断

的改组和改造。” [2]60因此，要实现课堂教学世

界和生活世界持续性的双向沟通和深刻融合，课

堂教学世界必须能够不断地促进学生经验的发

展，使学生获得真实的生命成长。 
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中，人的经验的发展主要

是一种偶然性的反思和试误性的行动的结果，对

于个体来讲，这种经验的成长虽然亲切具有生

气，但无法使人更好更快更全面的获得发展。课

堂教学情境中的学习，显然不同于日常生活情境

中的学习。在课堂情境中，学生面临的主要是一

个以符号及其运作方式为表征和形式构成的精

神文化世界，而这个精神文化世界从根本上来讲

是对实体、经验世界的一种系统化的认识和表

达。因此，课堂教学中促进学生经验发展的任务

就在于“使学生努力学会不断地、从不同方面丰

富自己的经验世界，努力学会实现个人的经验世

界与社会共有的‘精神文化世界’的沟通和富有

创造性的转换；逐渐完成个人精神世界对社会共

有精神财富富有个性化和创生性的占有。”[8]这

个富有个性化和创生性的占有过程，就是学生经

验发展的过程，课堂教学世界代表的符号性的精

神文化世界与现实的生活世界在这个过程之中

彼此交互创生，人便真正实现了在生活世界的归

位，成为生活世界的主体。 
在杜威看来，经验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情

境中通过个体的反思和实验性的行动所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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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课堂教学世界中，教师不仅始终要将学

生的整体经验作为宝贵的课程资源，为它能够进

入教学世界保留足够的通道，更要善于在课堂教

学世界创设情境，培养学生的反思能力，指导学

生进行实验性的行动。 
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情境，它应该是源于人

在生活世界中的某种认知上的、情绪上的、道德

上的、身体上的困惑，这种困惑必然会激发起学

生内在的学习动力，他必然要调动自身经验的内

部条件和客观条件去解决这个困惑，这种最重要

的主观条件就是个体的反思意识和能力，而最重

要的客观条件就是课本所代表的那个符号性的

精神文化世界，最后，学生还要在实验性的行动

中去检验运用经验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所获

得的暂时性的结论。这样的课堂教学，才能深刻

地促进学生经验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

们可以看到，学生获取知识不再是第一位的目

的，而成为促进人的发展的一个手段，一个过程。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课堂教学世界所代表的符

号性的世界不再是生活世界的对立物，而是人在

生活世界中必须掌握的一个工具，这种工具使人

在生活世界中能够更好地生活，课堂教学世界在

这个过程中从而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意义。当课

堂教学世界和生活世界实现这种彼此交融，彼此

创生的多重联系时，课堂便会自然而然地不断迸

发出生命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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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alue of John Dewey’s Empiricism in Today's Education 

YANG Ying-do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u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Experience” vital to pers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s often disregarded and misused in education, which 
hurdles the prosper recognition of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effective direction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This research, based on 
its analysis of  John Dewey’s empiricism and its value in today's education, suggests that experience be integrated into the 
recognition of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be a catalyst to embody classroom instructions in the realistic life in an effort to 
direct teaching practice.       
Key words: experience; education theory; classroom teaching; realistic life;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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