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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威的知识德育与
直接道德教学思想

张 正 江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生活教育论和生活德育论的鼻祖杜威,理所当然地要对知识德育和直接道德教学进行批判.

但他并未走向极端,而是探讨了知识德育实效差的原因:知识德育基于错误的伦理学理论.他认为,如果把伦

理学当作是对现实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等的研究,那么这种伦理学是可以在中学进行直接教学的.道德知识

有两种:本体性道德知识和条件性道德知识.他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两种道德知识的直接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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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我国盛行的生活德育理论,主要是在批判知识德育的过程中产生的.论者多把知识德育

与生活德育对立起来,认为要实施生活德育,就必须批判和否定知识德育.“新世纪的品德课改革,

也深切意识到道德知识讲授对学生德性养成的不足,尝试由原来的学习‘知识’,转向学习‘生

活’.”[１]生活教育论和生活德育论的鼻祖杜威先生,虽然也批判过知识德育和直接道德教学,却并

没有全盘否定乃至抛弃它们,而是辩证地对待它们,承认其作用,并给以其一定的地位.这对当今

中国的生活德育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杜威对知识德育和直接道德教学的批判

(一)知识德育的批判

对知识德育的批判是生活德育论者的普遍做法,杜威也一样.他在谈到学校的道德目的时,借

用某位英国哲学家的思想,把道德知识(道德观念)区分为两种,即“道德知识”和“关于道德的知

识”.所谓“关于道德的观念”,即“在道德上可以是漠不关心的,或不道德的或道德的.在关于道德

的观念,关于诚实、纯洁或仁慈的知识中,没有使这些观念自动地转变为良好的品格或良好的行为

的性质”[２]１３６.

其实,所谓“关于道德的知识”,也就是有关道德的一些肤浅的、表面的知识,如人们有关诚实的

含义、定义、界定,有关道德的起源、本质、作用与意义的看法、观点等.由于这些认识、知识、看法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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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道德的表面的认识,因而不够深刻,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知识,或者是不够正确的认

识,带有很大的猜想、假设的成分.所以,这些观念才难以影响品格或行为.那么,这样的教育没有

什么效果也就毫不奇怪了.

杜威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区分这两类道德知识,他认为这“是讨论道德教育的根本问题”[２]１３６.

在对知识德育的批判中,区分这两种道德知识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今我国的知识德育实

践中,我们教给学生的大部分所谓“道德知识”其实多是“关于道德的知识”,而非真正的道德知识.

所以,生活德育论所批判的知识德育,如果是指“关于道德的知识”的教育,那么是正确的;如果是指

真正的道德知识教育,那么其批判就是错误的.生活德育不能拒绝真正的道德知识,应当与真正的

道德知识的教育结合起来.否则,生活德育就可能走向极端、片面.

在杜威看来,道德教育基本上就是道德知识(观念)的教育.他说:“教育者的职责就是务必使

儿童和青少年所获得的观念最大限度地是用这样一种充满活力的方式获得的,即它们是指导行动

的活动的观念,是动力.这种要求和这种机会使道德目的在一切教学中普遍存在并居于主导

地位.”[２]１３６

(二)直接道德教学的批判

知识德育在实施途径上就是直接道德教学,即课堂道德教学、上道德课.由于知识德育往往并

非真正的道德知识的教育,而是“关于道德的知识”、“关于道德的观念”的教育,因而由此所形成的

“课”,就是“关于道德的课”.这种“关于道德的课”的教学效果怎样呢? 杜威指出,“关于道德的课”

只有当学生对教育者充满崇敬并受到教育者的激励时才有效.但是,学生对教育者的这种崇敬、尊

敬,往往是一种“奴性的关注”,可能丧失自我,而“增加对别人的依赖”[３]２７３.总之,杜威指出:“当我

们考虑到通过教育使道德成长的整个领域时,直接道德教学的影响,充其量说,比较地在数量上是

少的,在影响上是微弱的.”[２]１３７

二、杜威对待知识德育和直接道德教学的科学态度

知识德育、直接道德教学存在种种问题,是否就应当简单地抛弃,然后另寻其他德育理论与途

径来替代呢? 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因为这很可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科学的态度首先

是:正视问题,分析原因,从中寻找对策与出路,而非简单地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根据这样的思想,

杜威曾经专门分析和探讨了知识德育和直接道德教学的问题.

对于直接道德教学,杜威首先提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支持学校里的直接伦理学知识教

学,二是专家一致反对的直接教授伦理学知识.杜威列举了专家反对的种种理由,诸如:(１)它犯了

将伦理学教学等同于操纵和强行灌输道德戒律的错误;(２)固定的道德教学只是直接产生于学校内

的事件的教学,十有八九是形式上的和例行公事式的;(３)存在着创造出令人厌恶的道学先生,很可

能是伪君子的危险;等等[４]２７６－２７７.

杜威认为,这些批判其实还不够彻底.在他看来,直接道德教学的种种做法“都是伦理学的科

学方法及其科学目标的讽刺画”,“反复灌输道德规则和为数众多的惯例一样不可能形成人的

品德”[４]２７７.

既然知识德育和直接道德教学存在各种问题,那么是否就应当批判、抛弃而另起炉灶呢? 如果

不加分析、不探讨原因就抛弃,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如前所述,直接道德教学之所以存在问题,

主要原因在于所教的并非真正的道德知识,而是“关于道德的知识”.所以,如果不从“关于道德的



知识”的教育上纠正到“道德知识”的教育上来,而是简单地批判、抛弃,这在方法论上是有问题的,

因为这就是“在倒洗澡水时连孩子也一同倒掉”.这种简单化的做法会带来危险,它使人误以为道

德知识的教育是错误的:“危险在于,我们可能认为它的意思是,正被讨论的伦理学理论本身也许并

无不妥,但是在学校里却不得其所.”[４]２７７杜威的意思是:如果反对直接道德教学的原因不是因为伦

理学理论知识本身有问题,不是所教的道德知识方面出了问题(所教的是“关于道德的知识”),而是

教学方法有问题,那么这样的归因是危险的.在杜威看来,问题正在于伦理学理论知识本身有问

题.杜威对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直觉主义伦理学、功利主义伦理学等都有所批判.所以,他的“关

于道德的课”、“关于道德的观念”等,都是基于那些有缺陷的伦理学理论而提出的.

三、正确的伦理学理论知识可以直接用于教学

既然直接的伦理学教学的问题首先是由于它基于一种错误的伦理学理论,那么,如果基于正确

的伦理学理论,是否可以直接用于教学呢? 杜威认为:“我希望听从于某种特定的伦理学理论的概

念,在我看来,以之为基础的理论似乎完全适于课堂教学;事实上,不但是可教的,而且为任何完全

适应环境的课程所不可或缺.”[４]２７７

杜威所持的伦理学理论是怎样的理论呢? 与那些元伦理学理论相反,杜威认为,真正的伦理学

就是研究人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复杂的交往关系,等等.道德知识教学就要引导学生研究复杂的人

际关系、交往关系.在这样的研究和学习中,学生“并没有以内省的方式研究他自己的情绪和道德

态度;他在研究客观事实,犹如客观存在的发电机的操作或流体静力学.它们也是主观的,但是其

主观意义是指,既然学生本人与复杂的行为有密切的关系,伦理关系是他感兴趣和关注的方面,而

这是流体的运动或发电机的操作所不可能具有的方面”[４]２７８.

杜威认为,这种伦理学“应该从最低年级起就教授这一学科”[４]２７８.他以中学为例,比较详细地

阐述了如何进行直接教学的问题.

杜威认为,正确的伦理学知识教学,不是让学生辩论抽象、空洞的道德规则,而是提出具体的实

际问题,例如要不要给乞讨者施舍.在提出问题时,教师不应该把它作为“道德”问题予以强调,只

是指出,这是一个实际问题.问题提出来之后,教师“首先应该表明,问题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如

何决定做什么”.因为讨论的目标在于“使他们养成在心里解释人们相互交往的某一真实情景,和

为此征求关于如何行事的教导的习惯.因而,教师的一切问题和建议必须指向帮助学生培养关于

此种情景的想像力”[４]２７９.讨论中,教师要特别注意不让学生泛泛而谈,应将他们的观点引入正被

考虑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核心问题在于,在内心不断地密切注意某种真实的交往情景,想象某个

穷困潦倒的人向特定的别人乞求.”[４]２７８－２７９

对于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可能觉得太简单了,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可能我们根本不去想

那么多,随便给一点钱吧;如果怀疑是假乞讨者,就少给或不给吧! 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可深入讨

论的.但是杜威曾与一个班的大学生进行过讨论.某个大学生声称,他将依次对之进行排列以决

定如何行事:查明需要是真实的还是假定的;检查其性质,是直接的有关事物的需要,还是遥远的;

是物质需要还是精神需要;分析需要的原因,是缺乏能源、无能力、不测事件、疾病,还是酗酒之类的

恶习、失业;查出个体的历史记录,他的身份,他的家庭、邻居、密友,工作能力,一技之长;发现他的

性格和气质以便调整方法;检查个体自己的需要和能力,他本人在时间和金钱上的花费;等等.以

上还仅仅是学生在第一天就给出的答案[４]２７９.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讨论中,却引发学生产生了



这么丰富的思想! 由此可见,对于真正的道德知识进行直接教学是很有价值的.

杜威指出:“如果道德理论的教学有什么实际价值的话,它有诸如此类的价值,即有助于受教育

者养成亲自认识他置身于其中的实际情景的性质的习惯”,“培养对起作用的人际关系的富于同情

心的想象力;这种努力目标可以代替道德规则的训练.”[４]２７９在这样的讨论中,学生通过想象某种情

景,“逐渐深切体会到一切人际交往的典型特点.这些典型特点是伦理学理论的内容:换而言之,没

有什么伦理学分析不止乎发现社会中人类活动的一般特点”[４]２７９.在讨论中,教师还要注意区分学

生的情绪和理性,既要引发学生的同情心和乐善好施的品性,但是行为又要符合理性.

那么,这样的讨论对学生的道德发展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杜威指出:“任何逐日理解这些事实

已有数周、数年的学生,认识到认真研究情势和权衡对策对处理许多救济问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学生能更好地在心理准备上理解动机在道德讨论中的真正涵义.学生可能会理解冲动和品行

中的理性的相关位置和意义是怎样的,理解那些如此侧重于行为的理性的学说的意义在学习

这种学科达数周之后,学生有可能理解的一切行为的另一典型方面是,所有个体的相互联系的

典型性.”[４]２８０

所以在杜威看来,这样的教学“倘若由一位能胜任本行的教师来处理的话,其重要性几乎能与

中学里所教的任何学科相提并论”[４]２８０－２８１.

杜威认为:“道德行为的这两个因素,即冲动的位置与智力的位置,以及任何人类行为中需被考

虑和集中注意的种种关系,我认为,也许可被教授给所有年轻人直至中学生.”[４]２８０而且,这样的道

德教学还可以深入到道德律、义务的性质、理想等范畴.

四、直接道德教学的意义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在中小学和大学的课程越来越多、学生的课业负担越来越重的情况下,还有必要开设专门的道

德课程吗? 这样的课程与其他课程之间是什么关系? 杜威指出:“假如其他学科与这门学科的关系

并不密切,对它们来说反而更坏———它们是需要退让的学科,而不是它.”[４]２８１可见,在杜威看来,直

接的道德知识教学是道德教学的根本,其他学科如果不与直接的道德知识教学相结合,那么是没有

多大意义的.

杜威一再强调这样的道德教学不是伦理学理论的教学,他说:“我所竭力主张的并不是伦理学

研究;它是伦理关系的研究,也就是说,关于我们大家都成为其中一员的复杂世界的研究.只要存

在着使普通学生熟悉几何学、物理学、拉丁语或希腊语的纷繁难懂之处的一种理由,就有２０种理由

让他熟悉他的甘苦所依赖的关系的性质,令他兴致勃勃地、习惯于怀着富于同情心的想象力考察那

些关系.”[４]２８２

杜威反复强调道德教学的意义,指出:“这门科目是如此重要,在处理该科目时发挥作用的脑力

如此举足轻重并处于如此高的水平,以至于伦理学教材必须为其他学科提供衡量标准.反之则不

然.”[４]２８２也就是说,通过其他学科来渗透德育的全面德育模式,究竟如何进行,要以伦理学课程的

教学为参照标准.“除非通过从此处所概述的立场出发来研究道德材料,并借助于此处所暗示的理

想,否则对学生来说,要充分理解文学或历史的意义便是不可能的事.”[４]２８２

杜威的上述观点是否言过其实? 是否过于夸大了直接道德教学的作用? 他说:“我本人并不担

心我夸大了伦理学学科的重要性,而且很高兴我几乎言过其实.”[４]２８３

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杜威的眼界不会仅仅局限于伦理学科道德知识而忽略其他学科知识



对学生道德发展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如果其他学科知识在教学中运用得当,同样具有道德意义.

因此,他把那样的学科知识也纳入道德知识的范畴,这就是条件性道德知识及其教育.二者的关系

在笔者看来大体上是血与肉的关系.

五、条件性道德知识及其教育

杜威把道德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的伦理学知识,另一类是处理得当的各种自然科学和人

文社会科学知识.为论述方便,我们可以称前者为本体性道德知识,称后者为条件性道德知识.杜

威对条件性道德知识的道德价值及其教育问题更是进行了深入详细的研究,从而提出了全面的德

育模式.这种全面的德育模式是知识德育与生活德育内在的完美结合.

首先,杜威根据个体知识的来源把一切知识区分为两大类:死的知识和活的知识.活的知识即

个体亲自从生活、实践、经验中获得的知识.死的知识如有关埃及考古学的知识、有关亚洲山脉的

知识、以及“关于道德的知识”等间接、抽象、遥远的知识.死的知识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遥远的知

识”,“这种知识并不保证行为,它不深刻地影响性格”[３]３７３.死的知识几乎没有什么道德性,因为这

种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而且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之用,怎么能够对生活产生影响呢[３]３７４? 如果我

们仅仅是因为欣赏、崇拜某人而相信他所讲的,把他所讲的话当作知识,这样的知识也只是为了炫

耀、为了博得别人相信我们与他的意见一致,“但是这种知识不能培养个人的主动性和使他忠于别

人的信念”[３]３７４.

反之,活的知识,即“通过经验的种种要求而直接获得的知识对行为产生重大影响”[３]３７４.活的

知识是来源于个体的生活实践经验的知识,个体有切身的体会与感受,因此能够对个体的道德性行

为产生重大影响.在知识德育中,其实学生大量接触的知识是条件性道德知识,本体性道德知识是

少量的.因此,在知识德育中,如何引导学生去学习、掌握和运用条件性道德知识,是另一个重要的

方面.杜威指出:“学校中道德教育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知识和行为的关系”[３]３７８,“事实上,学校

中的道德教育问题就是获得知识的问题———这种知识与冲动和习惯的系统有联系”[３]３７４.

鉴于活的知识本身就具有道德性,因此杜威就把这种知识直接叫做道德知识.他指出:“在一

个有目的、而且需要和别人合作的作业中所学到的和应用的知识,乃是道德知识,不管有意把它视

为道德知识,还是无意把它视为道德知识.因为这种知识能养成社会兴趣,并且授予必需的智慧,

使这种兴趣在实践中生效.”[３]３７４－３７５因为知识能使人做出理性的、正确的判断,去除了盲目性.当

然,“知识亦必时时训练,始能判断”.所以“知识为行为之重要标准,不能养成知识,即是不能养成

道德”[５].

那么,条件性道德知识怎么会具有道德性呢? 杜威指出:“因为课程中的各门学科代表社会生

活中的各种标准要素,所以它们就是启迪社会价值的工具.如果把学校里的科目仅仅看作学校的

科目,掌握这些知识就只有专门的价值.在认识这些科目的社会意义的条件下掌握这些知识,它们

就会增加道德兴趣和发展道德卓识.”[３]３７５

基于这样的思想,在教学育人(“教书育人”应改为“教学育人”了,因为“教书”是一个落后的概

念)、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制度育人、集体育人、校园文化与环境育人、学校日常生活育人等等所有

德育途径中,最基本的还是教学育人,即直接道德教学(包括直接的本体性道德知识教学和直接的

条件性道德知识教学).杜威认为:“从正式的课程所增长的学识足以影响性格.”[３]３７８

教学,主要是课程教学,围绕教材而展开.于是,“知道怎样将道德价值的社会标准应用于学校



工作的教材上,应用于传统上我们称之为学生学习的 ‘学 科’上 去,就 成 了 一 个 头 等 重 要 的

问题”[２]１４７.

虽然杜威对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可惜的是,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

重视.杜威以地理、历史、数学等学科课程为例,深入探讨和阐述了条件性道德知识的教学问题.

限于篇幅,这里不详述.

总之,在当今生活德育成为我国中小学道德教育的主旋律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生活德育与知识

德育的有机结合,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和抛弃知识德育,杜威的思想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

得我们好好地总结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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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wey,theoriginatoroflifeeducationtheoryandlifemoraleducationtheory,justifiably
criticizedintellectualmoraleducationanddirectmoralteaching．However,hedidntgotoextremes,
butprobedintothecauseofwhyintellectualmoraleducationlackseffectiveness,whichisthewrong
ethicaltheoreticalfoundation．Deweyheldthat,ifethicsistheresearchonrealisticinterpersonalrelaＧ
tionshipsandsocialrelationships,thiskindofethicscanbetaughtdirectlyinhighschool．Thereare
twokindsofmoralknowledge:oneisontologicalmoralknowledge,theotherisconditionalmoral
knowledge．Deweyexpoundedtheteachingmethodsaboutthetwokindsofmoral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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