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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志强博士的新著《走进生活的道德教育：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研究》就要出版了。
作者邀我作序，我欣然接受，因为我和作者一样都关心这个领域。
这部新著对于作者本人来说，是他开始学术生涯以来的最大收获；对于他所从事的道德教育来说，是
一项适逢其时的重要研究成果，是近年来少数从人物思想人手挖掘经典著作资源的力作之一。
　　这部新著是对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
杜威是20世纪世界公认的现代哲学大师。
正是他把美国古典实用主义哲学推向巅峰，也使得20世纪美国哲学摆脱了形而上学之僵化的桎梏，成
为关注实际生活和科学的现实哲学。
杜威的哲学思想在许多国家都产生了冲击性影响，并在20世纪初给徘徊挣扎的中国哲学带来了新的气
息。
但是杜威哲学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并不顺畅，它经历着兴起、停滞、衰落、再兴起的颇为坎坷的历程。
这个历程也成为我国西方学术思想研究中颇具代表性的个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杜威就是实用主义的代名词，而实用主义也是杜威思想的基本概括。
实际上，杜威的思想远不只集中在“实用”的视阈，即便如此也不像以讹传讹的“实用主义”那样简
单化。
我们经常谈到的所谓“工具主义”、“效果主义”、“经验主义”等特征仅是杜威庞杂思想的一些方
面，并不等于对它的整体评价。
这些众所周知的特征背后到底是哪些要素在决定着他的思想走向？
对此我们的关注和研究还不够深入。
再者，杜威的思想虽然没有德国古典哲学那种高深的思辨，但它仍不失博大圆润、文思精深，也因此
而使得人们既欲质疑问难而又难以全面把握。
杜威思想的来源和走向是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理论状况及其个人特征密切联系的。
他的思想演变的复杂性使很多学者在阐发其思想时往往缘于不同目的而作出不同的取舍，甚至断章取
义地误解其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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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志强，1977年生，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200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北方工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道德教育研究。
在《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学习与探索》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多篇被全
文转载或索引。
参加5部著作的编写。
参与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等省部级课题多项，目前正在承担教育部人文社科
研究项目、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计划项目和北京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个人项目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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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杜威的实用道德是以行为为核心的，但这种行为并不完全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
。
道德是和社会紧密相连的。
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不可能摆脱社会环境的影响。
一个人在道德上的认知与行动都要受到他人的影响和制约。
当个体预先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方式对他人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人的行为方式对自己所产生的影响时，
也就形成了行为判断的起点。
而当个体与他人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作为一定的伦理关系②出现时，这种预先的认知就构成道德行为
判断的起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威所理解的道德良知就是当个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与他人相关的，并相应地
做出的反应③。
道德良知都是一种对于（社会）关系的反应，道德行为更要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它一定体现
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
在杜威看来，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表现为社会效率、文化修养等方面。
所以，与社会相关的文化修养、社会效率、纪律、性格改善等方面都是道德的特性，也都是一个有用
的和良好的社会成员（公民）所必须具备的。
这里要看到，杜威把文化修养、社会效率、纪律和性格等要素都称为道德的特性，在于一个基本前提
，那就是这些要素都是“对社会有用的”。
换句话说，这些道德特性都是“一个社会优秀成员的标志”。
由此他进一步提出，既然一个人总是生活在与他人相关的社会环境之中，那么光做一个好人还不够，
还要做一个有用的好人。
他眼中所谓有用的好人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在和别人的共同生活中，要使自己给社会的好处和自己所得到的好处保持一定的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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