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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来华与近代中国儿童教育的变革

郑　 刚， 杨雁茹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要］ 五四运动前夕，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偕夫人受邀访华。 来华期间， 他们对中国儿童教育饶有兴

趣， 以巡回演说、 参与会议和参观学校的方式， 投身推进中国儿童教育事业。 杜威剖析了中国传统儿童教育

的宿疾， 阐明了儿童务必受教的因由， 描画了新式儿童教育的表征， 并有的放矢地调配出推进教育转型、 兴

办教育机构的药方。 在杜威教育思想的辐射下， 中国儿童教育在思想、 制度和实践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变革。
杜威一行远渡重洋投身中国教育事业， 为推进当代中外教育交流和中国儿童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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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儿童教育犹如一幅风格迥异的画

作， 不论是行云流水的笔触， 还是 “杂乱无章” 的

涂鸦， 都渗透着中国教育家苍劲有力的运笔构图，
也浸润了外国学者巧妙的勾画点染。 五四运动前

夕， 美国著名学者杜威 （Ｄｅｗｅｙ） 偕夫人爱丽丝

（Ａｌｉｃｅ） 和女儿露茜 （Ｌｕｃｙ） 受邀到中国游历、 讲

学， 为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描摹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 杜威在华期间的进步言论和教育实践， 对中国

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在思想、 制度和

实践层面， 推动了中国儿童教育现代化进程。 时过

境迁， 杜威来华已过百年， 探微这段如诗如歌的往

昔时光， 不啻于知古鉴今， 为中国儿童教育和中西

文化交流守正拓新。

　 　 一 　 杜威对中国儿童教育的 “亲
身力行”
　 　 １９１５ 年，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在 “民主” “科
学” 旗帜的感召下， 封建传统教育受到猛烈地抨

击。 然而， 封建传统如同一副沉重的枷锁， 桎梏着

儿童教育前进的脚步。 杜威夫妇来华， 并积极参与

儿童教育实践活动， 以真实地感受中国儿童教育的

真情实状。
（一） 巡回演说， 儿童教育观念娓娓道来

演说活动贯穿杜威中国之行始终。 杜氏每次讲

演， “听众之众， 几于无席可容”； “听讲者非常踊

跃， 无不座为之满” ［１］。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 ３ 日， 杜威受

邀至江苏省教育会， 作了题为 “平民主义的教育”
的演讲， 自此拉开了他巡回演讲的序幕。 胡适坦

言： “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 他在中国

的讲演也要算教育的讲演为最多。” ［２］ 在教育的演

讲中， 儿童又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中下旬， 杜威在北京美术学校作

关于 “现代教育之趋势” 的专题演讲时， 明确指

出以儿童的本能为基础， 促进儿童发展是现代教育

的重要特征。 杜威强调： “拿人类天然的、 生来的

本能做根据， 利用他自动的能力， 发展他原有的天

性， 才是新教育的宗旨。” ［３］ 杜威还指出， 注重知

识的实用性， “和这种新见解在教育方法上发生的

影响” ［３］３１０， 是现代教育的第二种趋势。 随后， 杜

威在南京高师作了 “教育哲学” 为主题的演讲，
阐释了儿童接受教育的必要性： “教育之所以必

要， 因为儿童初生下来很弱、 不能独立， 与成人相

差的距离太远了， 所以要有这个长时期的抚养、 教

育和训练。” ［４］他主张， 教育就是儿童自身的生长，
必须重视儿童经验的改组和改造， “教材要与儿童

经验融合起来， 成为他自己经验的一部分才

好。” ［５］１９２０ 年 ６ 月 ２０ 日， 杜威在扬州作 “ ‘自
动’ 的真义” 的演讲， 批评了旧式教育中儿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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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受教的情形， 主张以自动的方式培养有生气的儿

童。 １９２１ 年 ５ 月 １０ 至 １１ 日， 杜威在女高师作了题

为 “教授青年的教育原理” 的演讲， 提出采用正

当的教授方法有助于改善学校教育忽视儿童自身需

要的问题， “儿童在学校里， 能否多得知识， 全在

方法的好坏” ［６］， 劝诫教师须使校内教育和校外教

育达成一致， 树立 “浅显的才是教育” 的理念。 ７
月 ２２ 日， 杜威在济南作 “教育之心理的要素” 的

演讲， 再次指出旧教育忽视学生天性、 儿童对课程

缺乏兴趣和功课脱离生活实际的弊病， 呼吁教师注

重儿童的心理要素， 使学生乐于学习。 次日， 杜威

作 “学校教育务必与社会生活联络” 的演讲， 系

统地阐释 “学校即社会” 的教育理念， “使学校和

社会成为一体， 就是使学校适应儿童的需要， 叫他

们得到充足的机会， 以责任心去做事， 打好以后在

社会负责任做事的基础” ［７］。 在 “品格之养成为教

育之无上目的” 的演讲中， 杜威指出良好习惯的

树立是品格养成的重要步骤， “盖道德为活用的、
为现实的， 非种种呆格言所能适用的， 必以社会良

好习惯， 使于无形中与学生为体合， 而后学生自有

一种良好品格” ［８］。 在进行 “自动道德重要之原

因” 的演讲时， 杜威主张以游戏和运动的方式自

动发振儿童良好的心性， 坦言 “此日训练儿童于

街上， 他日亦必有一代能建设中国的儿童。” ［８］４００

杜威在华的演说， 将其进步的儿童教育理念娓

娓道来， 给予中国封建儿童教育的陈规陋习一记重

拳， 为长期萎靡不振的儿童教育变革点燃了希望。
（二） 参与会议， 儿童教育改革备受瞩目

１９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杜威在其弟子胡适和万

元甫的陪同下， 赴山西太原参加了全国教育会联合

会第五次会议， 与中国学者共同探寻变革学校教

育、 教学方法和学制系统的良方。 杜威在会上进行

了题为 “教育上的实验态度” 的演讲， 提出教育

目的在于 “培养适应环境的人， 反对任何外加的

教育目的” ［１］６４。 此次会议通过的 “废止教育宗旨，
宣布教育本义” 议案， 深深地打下了杜威教育思

想的烙印。
新教育之真义， 非止改革教育宗旨……仍是应

如何教人的问题， 非人应如何教之问题也。 从前教

育只知研究应如何教人， 不知研究人应如何教， 今

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应如何教， 所谓儿童本位教育是

也…… “故今后之教育， 所谓宗旨， 不必研究、
修正或改革， 应毅然废止。 本年调查研究结果，

‘养成健全人格， 发展共和精神’ 二语， 经本会讨

论， 认为适合教育本义， 非宗旨之改革。［９］”
该议案有两层涵义值得挖掘， 其一， 新教育确

立了儿童本位的思想， 鼓吹主动、 引导和儿童中心

的新式教育， 强调以恰当的途径、 方式引导儿童本

能的生长和个性的充分发展； 其二， 教育的真义是

健全人格的养成、 共和精神的振奋， 这明显与杜威

的平民教育理念、 伦理教育思想和社会教育的相关

论述是交相辉映的。
杜威相信中国儿童教育终会迎来柳暗花明的时

候。 他曾勉慰教育界同仁： “降至今日， 吾美教育

渐就完美……然吾美之振兴教育， 为时仅 ７０ 年，
非甚悠久也。 故深愿诸君慎勿以教育为不易收速

效， 而有失望之心。 况贵国师道尊严， 社会对于教

育界人士， 颇有信仰， 此实可助教育之发展也……
欧美各国所经之失败， 贵国可不至重蹈覆辙； 所奏

之成效， 贵国可取为准则。 撷其精华， 去其糟粕，
收效更易。 苟贵国教育界能利用他人经验， 以为自

己之经验， 则事半功倍， 与欧美并驾齐驱， 固甚易

易； 即胜欧美而上之， 亦非难事也。” ［１０］ 依杜威所

言， 中国教育改革来日可期， 教育界十步芳草、 欧

美前车之鉴均是优势所在。 儿童教育作为构建中国

新教育的 “塔基”， 赋存着巨大的能量， 必将大有

可为。
（三） 参观学校， 儿童受教情状一览无遗

杜威最初打算来华的目的意图很明确， 就是

“游玩” ［１１］。 当他踏上中国的土地时， 风起云涌的

教育改革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杜威在华期间多次

参观考察了儿童教育机构。
１９１９ 年， 杜威刚到南京就调查参观了南京高

师附属小学。 当时该校的学生流行养蚕， 他高度赞

扬了这一现象， “养蚕一事， 在儿童觉着很有兴味

的……儿童既这样注意， 很容易把蚕的生长时期和

成茧、 抽丝等等一切过程的知识教给他们， 他们所

得的知识比着单去学动物学所得多得很。” ［１２］ 在他

看来， 这样的教育法是本着儿童的兴趣进行的， 有

助于学生自动受教， 这和杜威所提倡的 “生长论”
和强调儿童本位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有异曲同工之

妙。 １９２０ 年， 杜威在江苏对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

学进行考察时， 该校师生对其教育思想表示出了浓

厚的推许之情。 该小学 “依照社会建立了 ‘市政

府’， 名三尚市， 学生自任市长和警察” ［１３］。 杜威

对新式小学的精神面貌予以了高度评价： “学生有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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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的组织， 使他们随意去做； 且都有共同的计

划， 各人负一部分的责任； 学生在学校生活， 和社

会里生活一样。 能够把这一种精神传播到别的学校

去， 那么， 学生都能尝试着共同生活的真滋味， 他

的受益不独在得到些具体的知识。” ［１４］

经过对小学的多番访问考察， 杜威深刻感受到

中国儿童教育存在的问题。 首先， 中国小学培养出

来的都是 “小大人”， 缺乏儿童应有的稚气和童

真。 在杜威写给女儿的家书中， 有这样一段描述：
“她在当地的一所英语学校接受教育， 说着漂亮的

英语， 此外还是一个有天赋、 有趣的女孩。 她这个

年龄的中国女孩比美国同年龄的女孩看上去老成一

些。” ［１５］其次， 儿童教育机构数量较少， 且初等教

育普及程度不高， 难以满足正常的教育需求。 杜威

指出： “我真想有好几百万的钱， 给他们建运动

场， 给他们玩具， 教他们游戏。 我真切地以为， 中

国的一个祸端， 即对孩子严重缺乏最初的教导， 不

能给他指明一些基本的道理。” ［１６］

总之， 杜威不仅采用演说、 与会和调查等多种

方式积极参与中国教育事业， 还身体力行将其实用

主义教育理念运用到教育实践之中， 为中国近代儿

童教育的革新增砖添瓦。

　 　 二 　 杜威对中国儿童教育的 “切
脉问诊”
　 　 （一） 剖析封建儿童教育的宿疾

杜威直言， 中国教育最大的缺点， “在不能利

用儿童个人之本能， 而使之发展……摧毁儿童固有

之本能， 非教育之正鹄也” ［１４］１６３。 “被动的性行，
可以算是占据中国教育上最高的地位的东西”，
“视学生心理如空白之纸， 教员惟以各种教材为之

设色” 是 “旧教育之本色” ［１７］。 此外， 旧教育存

在学校之所学与实际之所用完全不能贯通。 杜威认

为， 中国的学校 “就是先为学生悬一个很远的目

的， 以为现在所学都为预备将来入社会之用， 现在

虽与生活没有关系， 将来总有一天得用的” ［４］３０。
这种远离生活的教育， 造成了学校教育的流弊：
“耽误儿童的光阴” “削减儿童对当前生活的趣味”
“使评判儿童的成绩缺乏自然的标准”。 此外， 杜

威对教育与长进 （Ｇｒｏｗｔｈ）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

讨， 指出中国教育 “不管儿童的本能经验如何、
社会的需要如何， 只要成人认为一种好的知识经验

便炼成一块， 把它装入儿童心里面去” ［４］１３。 中国

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 以知识为中心， 奉被动、 灌

输为圭臬， 忽视学生的中心地位， 培养出来的儿童

往往是缺乏生气的。
（二） 阐明儿童受教的因由

首先， 教育应以儿童的本能和性情作为基础，
并使其得到充分的发展。 “小动物生下来， 不过多

少时就能够自立自养； 小儿的能力却不是这样的，
他必定要父母的长期养护， 所以必须要教育了。 教

育他就是使他体魄和精神两方面皆能发达。” ［５］８２此

外， 杜威还阐释了儿童接受教育的可能性。 “他们

有主动的能力， 能够领略成人的思想和知识。”
“儿童是极愿意受教的， 倘使成人肯热心地教他，
无论直接教育或间接暗示， 他皆欢喜领受的。” ［５］８３

基于上述的分析， 他强调本能是教育的原料， 而教

育又是促进儿童本能发展的催化剂，“故教学儿童，
当使之能自行研究、 自行参考， 或有问题发生之

时， 真可利其机会， 使之研究发展能力， 切不可惮

烦为之讲演、 为之口述， 以灌输知识与儿童为能

事。” ［１６］２５５

其次， 儿童接受教育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 杜

威在演讲中多次强调， “教育的基本观念， 教育的

目的、 方法， 都须为全社会的， 合于社会一切生活

状态的” ［１４］１６０， 这是教育的新趋势。 他坚信教育有

益于社会， “教育是救国的根本， 教育可以解决一

切的问题” ［１４］１６１。 杜威还明确指出， 因儿童未受旧

思想的束缚、 习惯尚未养成， 较年长之人易于改

造。 “儿童心理既流动易变化， 教育者当负指导责

任。 利益流动变化的心理， 加以思想的指导， 如是

社会自可改造， 所以， 学校确是改造社会独一无二

的方法。” ［１８］然而， 经杜威的教育考察， 他提出中

国儿童教育存在学科中心、 脱离实际的问题。 只有

变革旧教育， 发展顺应时代需求和儿童心理的新教

育， 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
最后， 现代教育趋势要求儿童必须接受教育。

杜威指出， 注重个人本能是教育的新趋势， “最近

‘教育的趋势’， 就是要注重学生本身的动作及能

力的发展， 并要注重学生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联络，
补足旧式教育。” ［１９］ 教育的功能不单是促进儿童本

能的生长， 更值得关注的是使儿童本能的发展能够

适应社会的需要。 “前世纪教育， 每苦不能普及；
……新近趋势， 则已打破此层弊病， 不能以贫富悬

殊而限制其教育。” ［２０］ 可见， 杜威主张儿童教育的

普及， 这无疑是其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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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 能够接受教育的儿童非富即贵， 教育

成为权力与身份的附属品。 所以说， 只有变革传统

儿童教育， 才能占领现代教育的制高点。
（三） 描画新式儿童教育的表征

首先， 遵循儿童的兴趣爱好和实际需要。 “旧
式的因袭教育使学生对于求学上不甚注意， 心理上

也不快活， 他的注意也不过是暂时的、 表面的、 敷

衍的， 叫他上教室去他是竭力规避的。” ［２１］ 杜威认

为， 所学和所需严重脱节， 儿童在学校所获得的知

识是索然无味的， 全然提不起兴趣。 杜威就此还打

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从前， 法国人好吃鹅肉， 特

用管子装些食物， 灌到鹅肚里去， 使之肥胖； 至于

鹅能不能消化， 他是不管的。” ［１８］３２８ 在他看来， 这

和中国旧式教育如出一辙， 教师孤注一掷地将知识

灌入儿童的脑袋， 以为是增长学问的灵丹妙药， 对

儿童天然的需要不闻不问， 使学生始终处于被动的

地位。 因此， 想要培养有朝气的儿童， 要以天性出

发， 发挥自动的精神， 使教育如同小儿学话一般，
“觉得很有意思、 很有趣， 出于自动地学习” ［３］３１９。

其次， 注重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 杜威指

出， 学校外的教育总是生机勃勃的， 儿童能够领会

到学习的意义和价值， “譬如儿童在他父亲店里所

学得度量衡知识， 都能了解它的应用。 在学校里所

学的反而分别不清。” ［５］９９所以， 学校教育亟须和社

会生活建立完全的联络， 只有这样才能使儿童自动

受教。 “自动， 不是任性去做……必须要拿社会做

标准。” ［２２］因此， 恰到好处的教育是持之以恒地教

导、 滋润和启发儿童， 让他们具备合格国民应有的

品质和能力， 从而建立一个实实在在的共和国。
最后， 普及儿童平等受教。 在杜威看来， 如果

一个国家不推行教育的普及， 将会导致 “少数人

垄断多数人” 的情况。 杜威还认为， 重视儿童教

育， “就是扩充高等教育的基础。” ［２３］以此为逻辑起

点， 杜威从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角度， 明确指出

普及教育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趋势。 他说： “国家有

‘共和制度’， 而教育亦必欲有 ‘共和制度’， 两方

相辅而行， 则国家基础可固矣。” ［２０］３３６ 近代中国正

处于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 如果儿童教育发展趋势

疲软， 那么整个社会也必将受到巨大的影响。 “一
条铁链所能负的重量， 不会胜过这铁链中最小的一

环所能负的重量。” ［１４］１６２

（四） 开剂改革儿童教育的药方

首先， 杜威倡议中国政府关注儿童教育。 “现

在倘使有一个眼光远大的大政治家， 而他的地位，
有能力实现他自己的计划； 那么， 他要发达一个国

家， 必从添设学校、 造就师资和改良教法等方面着

手进行。” ［１４］１６１教育是改造社会、 建设国家之首要。
普及教育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中国亦谋求

教育之普及， 借鉴他国办理经验。 “须知各种经验

并不是都有用的， 所以先要审察； 审察之下， 就可

以知道哪一种是好的、 哪一种是不好的。 如其抄袭

成法、 不知审择， 则与完全放弃不研究， 其损失是

一样的……所以必要试验， 必要拿各国来比较审察

一下子， 再行研究。 这里很值得中国教育行政界所

取法的 …… 要解决教育， 不得不有中国的教

育。” ［２４］杜威还指出， 中国政府改革教育事业的另

一弊端———保守性。 他以国民教育大会的提案被及

时通过但未付诸行动为例， 生动地描摹出了中国教

育改革所出现的问题。 “它们没有遭到抵制， 而只

是被淹没了。 中国并不停滞， 它是在吸收； 它采取

懒散不理的态度 （让所有的力量都失去耐心）， 直

到不再有拉它的绳子。” ［２５］ 但是， 他也指出中国人

的心灵生来善于观察且适应力强， 肯定了中华民族

的发展潜力， 并以此劝诫中国政府重视并改革儿童

传统教育。
其次， 杜威鼓舞民间发挥力量， 兴办教育事

业。 杜威认为仅仅依靠政界力量是不足以推进中国

教育改革的。 “眼光远大的政治家， 一时实在难

得； 就是有了， 也不一定能在有权力的地位， 所

以， 要谋全部的根本改造的责任， 须加在全部人的

身上一起去做。” ［１４］１６１他高度赞许了民间教育行为，
“中国近来的学生， 在各地创办义务学校， 对于教

育的兴味、 爱国的热忱， 油然可见。” ［１４］１６１ “要度

量中国将来的进步， 好似寒暑表的测量气候； 是拿

学校的多少和学校的精神做准则， 而小学校更加重

要。 如果现在有推广小学的种种计划， 将来一一地

实现……那么， 中国无论什么疑难复杂的问题， 自

然可以迎刃而解。” ［２６］ 以此为出发点， 师资建设成

为杜威关注的内容。 杜威直言， 小学教员对于社会

和教育的责任很大， “因为改造社会的工具就是教

育， 今日的学校就是他日的社会” ［２６］４３２， 学校组织

的如何就意味着社会的组织如何。

　 　 三 　 杜威来华对中国儿童教育的
“因势利导”
　 　 杜威来华恰逢中国政局风雨飘摇之时， 思潮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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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文化交汇为当时社会的常态。 教育改革呼之欲

出， 杜威来华为中国儿童教育改革提供了新动力。
胡适坦言：“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 没有

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

大的。” ［２７］

（一） 思想革新： 隐形堡垒极速崩塌

首先， 社会各界认识到儿童教育的重要性。 杜

威认为， 教育改革最为迫切之处， 非儿童教育不

可， 并以建造房屋作喻， “譬之建筑， 基础不固，
则堂屋墙壁必易动摇。 同一建筑房屋， 外人重在定

基， 故于定基时行其礼式； 中国人重在上梁， 故于

上梁时行其礼式” ［２８］。 杜威直言儿童正处于幼稚时

期， 心智尚不成熟， 吸收力与伸缩力却甚强， 是接

受教育的绝佳时机。 儿童时期是一个 “基础时期，
不但是中学、 大学的基础， 尤其是他一生事业、 习

惯、 嗜好的基础” ［４］５５。 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的影响， 儿童教育的重要性可谓众目具瞻。 蔡元培

说到： “小学教员在社会上的位置最重要， 其责任

比大总统还大些。” ［２９］ 可见， 儿童教育不仅是构建

现代教育体系的基础， 还对社会建设发挥着重要的

基石作用。 陶行知主张重视儿童时期在人发展中的

基础作用。 他指出， 儿童时期 “是人格陶冶最重

要的时期。 这个时期培养得好， 以后只须顺着他继

长增高的培养上去， 自然成为社会优良的分子； 倘

使培养得不好， 那末， 习惯成了不易改， 倾向定了

不易移， 态度决了不易变” ［３０］。 张雪门直言： “须
知今日这样小的儿童， 就是将来民族的一分子。 我

中华未来的主人翁生命上第一步的建设， 全在我们

的掌握中。” ［３１］陈鹤琴更加明确地提出： “儿童期就

是接受文化的时期。 因为成人的学习能力没有儿童

期的大， 几千年来文化的传递实在是儿童期的功

用。” ［３２］

其次， 教育逐渐重视儿童的本能、 兴趣和心性

在教育中的作用。 杜威指出： “儿童幼年机械的学

习， 祸机早伏， 危险更大。 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反复

作用， 脑中好像车行故辙一般， 日渐成了一条通

路， 一举一动都照着老规矩做去。” ［５］１９０ 以 “儿童

为中心” 的理念为中国传统教育注入了一股清流。
在杜威和中国新教育界的努力下， 现代教育理念逐

渐成长为指导儿童教育改革的主流思想。 蒋梦麟强

调： “教育的真义， 贵在教育儿童的本能。” ［３３］陶行

知高呼： “儿童是应该是快乐的……我们应该负起

责任来， 敲碎儿童的地狱， 建立儿童的天堂。 不

够， 我们应该引导儿童把地狱敲碎， 让他们自己创

造出天堂来。” 陈鹤琴呐喊： “教育儿童， 亦当利

用他的好奇心……； 游戏是儿童的生命， 游戏具种

种教育上的价值……总而言之， 我们应研究儿童的

心理， 施行教育当根据他的心理才好。” 可见， 儿

童中心的教育理念因杜威来华得以盛行， 不仅揭示

了儿童教育的客观规律， 而且直接契合了 “五四”
精神， 成为追求 “民主” “科学” 的时代最强音。

（二） 制度变革： 壬戌学制及锋而试

首先， “新学制” 凭借 “杜威热” 的影响孕育

而生。 为改革学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先后举办 ８ 次

会议， １９１９ 年第 ５ 次年会和 １９２１ 年第 ７ 次年会发

挥了关键作用。 这两次会议都明显反映出杜威教育

思想的影响。 “新学制” 将小学修业年限由 ７ 年缩

短至 ６ 年， 分为初、 高两级， 以 “四二” 为分段

标准， 其中 “四” 为初级小学、 “二” 为高级小学

且可独立设立， 这不仅可以减轻国民经济压力、 加

强了地方设学的灵活性， 还有助于初等教育的普及

和改革。 此项规定无疑是受杜威从美国带来的

“六三三” 学制的影响， 标志着我国学制的制定从

模仿日本向借鉴美国转变。 与此同时， 学制还规定

修业年限、 入学年龄可依实际情况， 酌情进行调

整； 幼稚教育纳入学制体系等， 皆有助于保证地方

办学的自主性， 有利于促进儿童教育发展。 此外，
该联合会还趁热打铁， 对初等教育课程拟订了小学

毕业标准和各学段课程纲要， 这对保障儿童教育的

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 “新学制” 的 “七项标准” 反映了实用

主义教育理念的实质， 对建立中国新式儿童教育指

点了迷津。 “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 强调儿童教

育须处理好与社会的关系， 可经由运动、 游戏等方

法促进儿童社会能力的增强； “发挥平民教育精

神”， 要求普及儿童教育； “谋个性之发展”， 则要

求儿童教育的实施要以自动为原则， 以儿童本能的

生长为旨归； “注重国民经济力”， 是强调儿童教

育的改革须结合本国国情， 不可盲目移植他国；
“注意生活教育”， 是要求儿童教育以儿童实际需

要为指导； “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则是要求增

强儿童教育实施的弹性。
（三） 实践探索： 课程教材教法革新

首先， 课程设置趋向合理化。 １９２０ 年全国教

育会联合会通过了 “民治教育设施标准案”， 确立

了 ４ 项标准， 涉及儿童的自动自学、 生活知能、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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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能力、 体育锻炼、 创造能力。 这些皆有助于

“儿童中心” 的教育理念从目标到内容上的落实。
其中， 以陶行知在 １９２７ 年创办于南京晓庄的南京

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最为典型。 在办校期间， 陶行知

坚持以学生的活动作为中心， 形成并实践了其

“生活教育” 理论。 此理论主张教育目的是促进学

生创造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全面发展， 要求教育要与

学生的实际生活和日常实践建立紧密联系， 依据学

生自身的特点， 交付给学生 “做” 的自主权， 以

实现学生的 “六大解放”。
其次， 教材编写日臻通俗化。 １９１９ 年以国语

统一筹备会、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为首的多家民间社

团， 有关小学校改用以白话文进行编写的课本建议

纷至沓来。 随后， 教育部发布全国初级小学各科课

本一律必须使用白话文编写的政令。 此项改革得以

顺利推行， 不得不归功于胡适等人所倡导的白话文

运动， 而杜威对白话文亦持有认可态度， 认为与儿

童的能力和生活需要相适应， 这无疑也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 政令一出， 各种儿童读物相继问世、
争相出版， 通俗易懂的儿童文学被编入小学国语教

科书， 这显然是杜威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在实践上

的具体体现。 另一方面， “儿童中心” 的理念开始

成为编辑书籍的主导思想， 充满童真童趣的儿童读

物一时间蔚为大观， 成为近代中国儿童的最大

福祉。
最后， 新教法试验层出不穷。 杜威的中国之行

使其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范围得以扩大， 众多服

膺其教育理念的学界同仁， 以他在美国芝加哥所创

立的实验学校为蓝本， 在中国建立起一所所实验学

校。 俞子夷执掌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便是

试验新式教法的翘楚， 大胆采用国际上流行的设计

教学法， 以儿童中心为原则进行课程改组， 使南高

附小一跃成为中国首个杜威式实验学校， 霎时间声

名鹊起。 各地教育界人士慕名而来， 回去后便模仿

南高附小进行新课程、 新教法和新的教学组织形式

的改革， 使各方小学均带有实验色彩， 若干省份赫

赫有名的师范附属小学直接更名为实验学校， 更有

甚者直呼为杜威学校。
杜威在华期间传播的儿童教育思想、 参与的教

育实践活动， 如同黯淡夜空中的一颗明星， 点亮了

一隅苍穹。 杜威一行远道而来， 怀揣满腔热忱， 助

力教育事业、 关怀中国儿童、 怀抱教改美好夙愿，
成为中外教育交流的一段佳话。 可以说， 杜威来华

不仅加速了中国教育的改革进程， 还促进了中西文

化的交流碰撞。 斗转星移， 光阴荏苒， 杜威来华竟

已时过百年， 但仍然对推进当代儿童教育的发展具

有不可小觑的重要启迪和史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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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７： ３０４．
［４］ 杜威． 关于教育哲学的五大演讲 ［Ａ］ ／ ／ 胡适， 译．

单中惠， 王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育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８．
［５］ 杜威． 教育与学校的几个关键问题 ［Ａ］ ． 刘伯明，

译． 单中惠， 王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１０１．

［６］ 杜威． 教授青年的教育原理 ［Ａ］ ． 福音， 译． 单中

惠， 王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育科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１７５．
［７］ 杜威． 学校教育务必与社会生活联络 ［Ａ］ ． 王卓然，

译． 单中惠， 王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１９３．

［８］ 杜威． 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 ［Ａ］ ． 胡适，
译． 单中惠， 王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３４５．

［９］ 璩鑫圭， 唐良炎． 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

［Ｍ］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１： １６３．
［１０］ 杜威． 平民教育之真谛 ［Ａ］ ． 郑宗海， 译． 单中惠，

王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育科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７： ２４４ － ２４５．
［１１］ 王彦力． 走向 “对话” ———杜威与中国教育 ［Ｍ］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５９．
［１２］ 杜威． 学校科目与社会之关系 ［Ａ］ ／ ／ 王卓然， 译．

单中惠， 王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

育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１８６．
［１３］ 王国平． 苏州史纲 ［Ｍ］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５９５．
［１４］ 杜威． 学校与社会 ［Ａ］ ／ ／ 郑晓沧， 译． 单中惠， 王

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７： １６３．
［１５］ ［美］ 约翰·杜威， 爱丽丝·Ｃ． 杜威． 杜威家书

———１９１９ 年所见中国与日本 ［Ｍ］ ． 刘幸， 译． 北

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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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网址：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ｂａｎｇｏｎｇ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ｊｋｂ ／

［１６］ 杜威． 平民主义之教育 ［Ａ］ ／ ／ 朱公振， 译． 单中

惠， 王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育科

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２５５．
［１７］ 杜威． 造就发动的性质的教育 ［Ａ］ ／ ／ 郑宗海， 译．

单中惠， 王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

育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２１３．
［１８］ 杜威． 教育之要素 ［Ａ］ ／ ／ 刘伯明， 译． 单中惠， 王

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７： ２０５．
［１９］ 杜威． 教育的新趋势 ［Ａ］ ／ ／ 刘伯明， 译． 单中惠，

王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育科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７： ３２７．
［２０］ 杜威． 小学教育之新趋势 ［Ａ］ ／ ／ 郑晓沧， 译． 单中

惠， 王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育科

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３３６．
［２１］ 杜威． 教育之心理的要素 ［Ａ］ ／ ／ 王卓然， 译． 单中

惠， 王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育科

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２２９．
［２２］ 杜威． “自动” 的真义 ［Ａ］ ／ ／ 刘伯明， 译． 单中

惠， 王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育科

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２０７．
［２３］ 杜威． 中国学校的科目问题 ［Ａ］ ／ ／ 王卓然， 译． 单

中惠， 王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育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１９０．
［２４］ 杜威． 教育行政之目的 ［Ａ］ ／ ／ 郑晓沧， 译． 单中

惠， 王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育科

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１６５．

［２５］ 约翰·杜威． 是什么阻碍了中国 ［Ａ］ ／ ／ 刘华初， 马

荣， 郑国玉， 译． 杜威全集·第十二卷 ［Ｃ］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４４．

［２６］ 杜威． 教育者之责任 ［Ａ］ ／ ／ 刘伯明， 译． 单中惠，
王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育科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７： ４３２．
［２７］ 张宝贵． 实用主义之我见———杜威在中国 ［Ｍ］ ． 南

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１９．
［２８］ 杜威． 国民教育与国家之关系 ［Ａ］ ／ ／ 王淦和， 译．

单中惠， 王凤．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Ｃ］ ． 北京： 教

育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２６６．
［２９］ 蔡元培． 蔡元培谈教育 ［Ｍ］ ． 辽宁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２２．
［３０］ 陶行知． 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 ［Ａ］ ／ ／ 胡晓风． 陶

行知教育文集 ［Ｃ］ ．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１４２．

［３１］ 张雪门． 幼稚园研究集 ［Ａ］ ／ ／ 戴自俺． 张雪门幼儿

教育文集·上卷 ［Ｃ］ ． 北京：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１９９４： １１６．

［３２］ 陈鹤琴． 儿童心理之研究 ［Ａ］ ／ ／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

究所． 陈鹤琴教育文集·上卷 ［Ｃ］ ． 北京： 北京出

版社， １９８３： ６１．
［３３］ 蒋梦麟． 为什么要教育 ［Ａ］ ． 曲士培． 蒋梦麟教育

论著选 ［Ｃ］ ．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５： １７６．

（责任编辑： 孙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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