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的问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的问题>>

13位ISBN编号：9787534374951

10位ISBN编号：7534374952

出版时间：2006-12

出版时间：江苏教育出版社

作者：约翰·杜威

页数：44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的问题>>

内容概要

没有生活方式站着不动或能够站着不动；它或者往前走，或者往后退，往后退的结果就是死亡。
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主义不能站着不动。
如果它要继续存在，它也应该往前走，去适应当前的和即将到来的变化。
如果它不往前走，企图站着不动，它已开始走上通向灭亡的道路。
　　本书是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杜威20世纪30至40年代发表过的论文选集，为读者勾勒了杜威的
民主理论和现代教育观点的脉络。
杜威对教育的本质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
他的教育主张和课程思想对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本书学术性较强，是读者更好地了解和研究约翰·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和哲学观的必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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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最
重要且最具影响的代表之一。
曾任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心理学会、美国哲学学会、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会长。
1919—1921年间曾来中国讲学。
主要著作有《哲学的改造》、《确定性的寻求》、《艺术及经验》、《学校与社会》、《民主主义与
教育》、《逻辑：探究的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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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即便最有远见的人们也不能在五十年前预料到近五十年来事变推移的动向。
乐观主义者所抱的种种期待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事变的实际动态曾有力地奔向相反的方向。
19世纪的热忱的、怀着希望的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已被证明是如此错误的，以致发生了一场极端相反的
反动。
一个现代作家曾建议悲观主义者应组织一个兄弟会，在一个社会的沙漠中的绿洲内过着共同生活。
把在今天看起来已遭到悲惨挫败的旧信仰的项目列举出来，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第一个项目是关于废除战争的期望。
从前大家认为商业和交通的革命会打破那些使各民族相互感觉生疏和敌对的藩篱，并会建立足以保证
持久和平的一种相互依赖的情况。
只有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敢提出这样的暗示；相互依赖可能会增加摩擦和冲突的地点。
　　那种信仰的另一项目是：相信随着科学革命所引起的知识的增进和传播，教化和理性将有一个普
遍的发展。
因为相信理性和自由是密切联系着的，所以大家认为，在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中陆续产生的走向民
主制度和平民政府的运动必定会继续展开，直到自由和平等成为地球上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基础。
　　普遍愚昧和无教化的一个时代和专制压迫的政府统治的一个时代，曾被认为在实际上是意义相同
的名词。
因此牵涉到信仰的第三个项目。
在社会哲学家中，曾有这样一种信仰：政府的活动必然是或多或少带压制性的；政府的行动常是对于
自然律的作用进行的一种人为的干涉。
所以教化和民主制度的传播，会使国家的政治权力逐渐地但是必然地萎缩下去。
大家假定自由植根于人性中是如此深固的，只要有理性的教化的传播，自由会照料其自身，而最少的
政治行动则限于保证外部的警察秩序而已。
　　应提及的信仰的另一项目，是大家相信工业革命引起的伟大的、差不多无法估计的生产力的增进
必定会把生活标准提高到在实际上消灭极端贫穷的地步。
大家相信，对于每一个身体上和道德上正常的人，都保证有机会去过一个适当的、自足的和自尊的经
济生活。
　　现在，事变的动态足以证明这些殷切的期望怎样遭到悲惨地挫败。
代替着世界和平，曾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其范围的广大与破坏性的严重，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代替着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一律的和稳步的进展，我们看见强大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其彻底压制信
仰和言论自由超过从前历史上最专制的国家。
我们看见，作为保证多数人自由的工具，政府在立法上和行政上权力的范围与重要性的增强，已是一
个证明了的确切事实。
代替着经济的安全性的增进与消灭贫困的运动的进展，我们看见工业危机在范围和程度上的大增加与
工人失业人数的大大增加。
社会的动荡不安已经到这般地步，如果不设法加以制止，那就可能引起革命。
　　表面上看来，悲观主义者的看法好像是最正确的；但在我们得到这个结论以前，我们应考察理想
主义的乐观主义者所根据的前提的真实性。
这个原则肯定，更可欲的目标是为种种势力的一个复合体所完成的，这些势力的总称是“自然”。
在实际效果上，接受这个原则就等于采取忽略人类智慧与努力的放任政策。
结论是无根据的，直到我们已查明失败和挫折是信赖放任政策的结果；这个放任政策把那只有人类智
慧和努力可能完成的工作委之于“乔治”，委之于自然和自然律。
结论不能作出，直到我们已考虑到另一可能：如果我们承认在国际间建立和平情境，并在国内保证自
由和经济安全的责任应为深思熟虑的人类合作的努力所完成，其结果将如何呢?就专门学术性的意义上
来说，所谓放任政策在应用上是有限制的。
但其有限制的和专门学术性的意义即是一个例证，足以表现一种普遍的信任，即信任非人格的种种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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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自然有能力去做那应由人类智慧、预见和有目的的计划去做的工作。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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