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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为背景，针对教育与生活世界疏离的现实问题，对美国实用主义大师
杜威的教育哲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作者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视阈，认真解读杜威原典精神，
深入分析问题实质，深刻反思历史影响，客观评价研究对象，旨在阐发杜威教育哲学的真意、历史地
位和当代意义。这一研究精神贯穿始终，并得到比较好的实现。这本论著具有较强可读性，文字清新
，语言流畅，表达准确，逻辑严密，观点鲜明，论充实，较好地实现了研究宗旨，为我国教育哲学学
术领域增添了一份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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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云，1973年生，四川省资中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获博士学位。在学期间，曾获“宝钢教
育基金”优秀学生奖。曾在高等院校任教三年，现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师。曾参与多项哲学社会科
学类课题研究，参加“杜威思想的当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光明日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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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论  一、问题：教育与生活世界疏离  二、维度：杜威的教育哲学  三、反思：杜威教育哲学在中国
的历史与现状  四、视阈：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立场第一章 教育哲学：对传统二元论的扬弃  一、认识
论上的二元论：知与行的分离或确定性的寻求与丧失   二、道德论上的二元论：权威的冲突与“伪”
道德  三、教育中的二元论：教育生活的连续性的破裂“  四、教育哲学的历史使命：富有教育意义的
生活方式普遍化 第二章 经验、环境和教育  一、经验及其意义：“教育即改造”的经验主义基础  二、
习惯与环境：“教育即生长”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三、两种教育的平衡：“学校即社会”的生存论视
阈第三章 思维、知识和教育  一、经验与思维：反省思维作为行动的关键环节  二、知识与科学：真理
的有用性与科学的意义  三、教育与科学：真正的科学在教育中的实现第四章 民主、兴趣和教育  一、
民主和教育：社会民主是富有教育意义的生活方式  二、教育的目的、教材和方法：教育民主的实现  
三、兴趣和训练：富有生活情趣的教育方式第五章 哲学改造、社会改造和教育改造   一、哲学改造：
实用主义哲学或进步的哲学  二、社会改造：工业、民主、科学的社会或进步的社会  三、教育改造：
实验主义教育或进步的教育第六章 杜威教育哲学的历史地位和当代意义  一、杜威教育哲学的历史地
位  二、杜威教育哲学的当代意义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经验.民主.教育-杜威教育哲学-》

精彩短评

1、杜威经验很重要
2、快递比较快
3、杜威的民主思想就很垃圾，当然评鉴这本书的论文也好不到哪去
4、在康德之后，经验主义也被认为是在、或者正在试图回答认识论（或者说，认识如何可能）的问
题，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成为欧洲大陆哲学超越唯理论的形而上学定式的一条出路，至少为这
种出路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因为正是经验论对体验本身（而不是不依赖于外部世界而存在的我思之“
我”）的无条件的承认，打破了近代唯心论形而上学用主体预设客体的独断论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讲，叶秀山认为休谟具有比康德更加“现代”的意义）。相应的，当教育的教条也被认为是又一种形
而上学的时候，经验主义在哲学上的启发意义就很自然的被运用到了教育学的领域。于是，基本上当
代西方教育学的主要论题都是由英美学者挑起的，或者说，是英美知识界在主导教育学的方向，从杜
威到科尔伯格，等等等等。至于一些明显带有大陆风骨和传统色彩的学派，要么在教育学界几乎没有
什么发言权（如存在主义教育学等），要么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理论立场，在一定范围内容纳了经验
的位置（如现象学解释学的教育理论等）。这本书在面向杜威教育哲学问题的时候，显然强烈地感受
到了西方整个知识界和思想界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不是框定在教育学的狭小视野内部来说事。并
且作者有意地把她的整个问题置于中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具体情境之下，而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种
种问题和困惑，不用说正是西方在几十年前所曾经迫切想要解决的。于是，问题的一致性不妨用思考
的一致性来回应，那么至少在话语上（当然不一定是在事实上和问题的真相上），这本书就给人一种
理论上的饱满的现实感。当然，这本书在理论适恰性的层面上还是略显仓促了一点。我的浅见是，如
果本书的目的就是告诉中国的教育学界，你们应该按照杜威的办法来办（作为一种学术观点，这是没
有问题的），那么杜威当年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今天的问题到底有几分相似，这种相似性在实证方面
是否成立，以及这种相似能否推论出解决办法也应当相似，就需要严格的论证了——而这恰恰是本书
立论之得以成立的基础，也是本书理论的一个独创的闪光点。此外，也许是由于作者有中文学的背景
，全书在理论铺展的过程当中，由许多抒情散文一般的优雅辞藻。说实话，这样的写法，在学术作品
当中并不时常见人运用。
5、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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