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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主义与教育》

作者简介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如果说皮尔士
创立了实用主义的方法，威廉·詹姆斯建立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那么杜威则建造了实用主义的理论
大厦。他的著作很多，涉及科学、艺术、宗教伦理、政治、教育、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诸方面，
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其在教育学领域的代表作为《民主主义与教育》。
常道直（ 1897- 1975 ），字导之，江苏江宁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1919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 1922 
年4月，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大学教育研究科，为中国首届教育学科研究生之一。 1925 年至 1928 年先
后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英国伦敦大学哲学系，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系。回国后，曾任中央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育学教授、教务长、 教育系主任等职。1933年，参
加创建中国教育学会，为首届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专
长比较教育、教育哲学、外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论著、译著有《平民主义与教育》、《教育
行政大纲》、《比较教育》、《各国教育制度》等。

Page 2



《平民主义与教育》

书籍目录

Introduction
杜威博士序（译文）
弁言
第一章 教育与生活
一、广义的教育
二、本能与学习
三、教育上之三种基本科学
四、遗传与环境
五、教育历程之进行
第二章 教育与环境
一、教育上字义之解释
二、环境之性质
三、环境之作用
四、学习程序上之三阶级
五、教育与环境适应
六、教育与训练
七、物质的环境与社会的环境
第三章 教育即生长
一、生长之两种观念
二、生长之特质
三、教育上之应用
四、习惯之性质与要素
五、通常教育上对于习惯之谬见
第四章 教育主义之批评（一）
一、总说
二、预备说
三、开展说
四、形式训练说
第五章 教育主义之批评（二）
一、形成说
二、复现与回顾说
三、改造说
第六章 教育上之平民主义（一）
一、社会之法理上意义与事实上意义
二、判别良社会与恶社会之标准
三、判别平民主义的社会之标准
四、社会存立之理由
五、个人与社会之关系
六、社会进步之条件
七、教育对于平民主义之贡献
第七章 教育上之平民主义（二）
一、平民主义的社会略说
二、狭义的平民主义
三、广义的平民主义
四、柏拉图主义
五、个人主义
六、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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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教育上之目的
一、通常三种活动之比较
二、目的之凭借
三、目的造成之步阶
四、目的考验之标准
五、如何达到教育上预定目的
第九章 教育之目的——自然发展
一、总论
二、卢梭氏自然论之背景
三、卢梭氏自然论之概略
四、自然与教育
五、自然发展说对于教育上之贡献
第十章 教育之目的——社会效率
一、效率之意义
二、社会效率与社会服务
三、社会效率之要素
四、社会效率说之批评
第十一章 教育之目的——文化
一、文化之性质
二、文化目的之批评
三、文化目的在教育上之地位
四、自然发展与文化
五、社会效率与文化
六、结论
第十二章 兴趣与训练
一、兴趣与学习之动机
二、兴趣之意义
三、兴趣在教育上之重要
四、通常对于兴趣之误解
五、兴趣之两种要素
六、训练与努力
七、机械的训练与智能的训练
八、训练之两要素
九、通常对于训练之误解
十、对于前举错误之救济方法
第十三章 经验与思想
一、经验之要素
二、印象与表出
三、预料与经验
四、身体活动与经验
五、限制身体活动之弊害
六、压制身体活动及于经验上之影响
七、事物关系之重要与经验
八、思想之性质
九、动作与思想
十、预料与思想
十一、思想历程之步阶
第十四章 教育上之思想（一）
一、思想之起因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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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之作用
三、思想之状态与元素
四、思想在教育上之重要
第十五章 教育上之思想（二）
一、本题之概略
二、思想不循次第之弊
三、系统建设之弊
四、堆集零碎的观察与事实之弊
五、不将观念加以试验之弊
六、假设在思想上之重要
七、教育上之缺点
第十六章 方法之性质
一、何谓方法
二、方法与教材之关系
三、分隔方法与教材之弊害
四、如何研究方法
五、一般的方法与特殊的规律
六、个人的方法之特质
第十七章 教材之性质
一、教材之渊源与目的
二、教材之两面观
三、教师与教材
四、教材与儿童
五、教材之选择与编定
六、因袭的教材上之错误
七、教材排列之次第
第十八章 游戏与工作
一、总说
二、作业之解释
三、学校何故当着重游戏与工作
四、作业之分类及其利用
五、如何选择学校中之作业
六、常见之错误及其纠正方法
七、游戏与工作之社会的价值
八、游戏、娱乐、工作、实业、苦役及艺术
第十九章 地理与历史
一、经验与传达的知识
二、间接的知识之来源
三、间接的知识之价值
四、直接的知识与间接的知识之联络
五、地理与历史之关系
六、地理科之分支
七、历史教授应注意之点
八、历史科之分类
第二十章 理科
一、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
二、科学的知识之特点
三、科学的知识之社会的价值
四、理科教授方法之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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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教育之价值
一、总说
二、通常教育价值论之欠当
三、经验之纯一性与教育价值
四、理论上之冲突
五、教育理论与社会实况
第二十二章 劳动与闲暇
一、劳动与闲暇对峙之起源
二、教育上遗忘闲暇之弊
三、劳动与闲暇分离之结果
四、现时情况及必要之改正
第二十三章 智能的与实用的学科
一、理性与经验
二、知识与实际区别之起源
三、经验的知识与理性的知识之区别
四、理性的知识之特质
五、教育上之影响
六、演绎的方法与归纳的方法
七、现今之趋势
八、科学方法之重要
第二十四章 物质的与社会的学科
一、文字的学科与自然的学科
二、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对峙之起源
三、理科与文字的学科之倾轧史
四、教授自然科学应注意之点
五、科学的研究之重要
六、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之调和
第二十五章 个人与世界
一、总说
二、社会的个人主义
三、智能的个人主义
四、道德的个人主义
五、现时学校之情况
六、学校管理与自由
七、创作力与自由
第二十六章 职业教育
一、职业之意义
二、职业教育与实业教育
三、现今职业教育之错误
四、本章与前四章之联络
五、职业教育上之数个根本观念
六、职业教育上之问题
第二十七章 教育哲学
一、全书之纲领
二、哲学与教育之关系
三、哲学与科学之关系
四、哲学之特质
第二十八章 知识论与道德论
一、知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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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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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幽默地说所谓经典是：“人人都挂在嘴边，却谁也不去读的书”，杜威的《
民主主义与教育》就是这样一部经典，只有少数教育学专业的研究者会细心研读，而对于中小学教师
而言，这部著作的确有些艰涩难懂，而且实用性也不强。诚如常道直所言：“该书原文颇不易读，杂
志中时或见有译出之散章零节，每病文难解，即此可见。读者若先读此篇，再读原文，当有事半功倍
之效。”这是因为常道直编译的《平民主义与教育》则是杜威在北高师授课的讲稿，不仅通俗易懂，
而且对于杜威教育哲学思想的精微进行了扼要地概括，可谓要言不烦，可读性强。 此外，常道直编译
的《平民主义与教育》是杜威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书在中国最早的译本。在语言风格、章节布
局上，与原书存在些许差异。而《平民主义与教育》却具有脉络清晰，
2、原来读这本书都是看电子版的，现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将它再版，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啊！以前，师
门读书会，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直是必读书目，后经老师推荐，看了常先生翻译的，有些概
念理解得也就更为通透明了了。可是，这本书一直很少人关注。
3、收到学长送的书，好开心哒
4、在当当网购买《民主主义与教育》时，发现又出了此版本，看起来还不错，就顺手买了一本。花
了3天时间通读了一遍，感觉是比原著好读许多，就是对民国时候的叙述风格不太习惯，有些句子读
起来还是有些拗口。但总体上，还是非常不错，值了！
5、——新与旧的关系需要论证与反思——
6、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最早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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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平民主义与教育》的笔记-第12页

        P12 良好的教师即是那善能选择某类刺激，使学者对之能为相当的反应者。P13 由反复背诵而学习
，或专照教师所示意的样子做去，以博得教师之赞许，不然即要受责罚，这种教法实在只是训练，不
配称作教育。P15 人类所以有教育可能性，且能超越一切物类者，盖以此种人类的环境故。 所以一切
教育的历程上，须以人类的（社会的）环境为主要部分，而物质的环境则不过居于附属的地位。

2、《平民主义与教育》的笔记-第1页

        P1 教育乃是生活绝对所必需；没有教育，人类生活即要停止。P2 文明愈进步，须要学习之事物愈
多，而依赖他人之时期亦愈长久。 人乃是能以受教育的动物，而且是必须受教育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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