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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孟宪承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是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
他在大学任教超过半个世纪，担任大学教育专业的教授也近50年，在教育领域涉猎很广。
其一生出版著、编、译二十多种，发表各种论文及通信约170篇，涉及文、史、哲、教育等学科领域。
2006年入选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认定、教育报党组同意的&ldquo;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rdquo;名单。
 《孟宪承文集》共十二卷，《思维与教学》为其中之一卷。
本卷包括三大部分，主要探讨了思维训练的内外条件，提出要把训练&ldquo;反省思维&rdquo;作为教
育目的，详尽地阐明了教学的思维训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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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杜威 译者：孟宪承 俞庆棠 丛书主编：瞿葆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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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有赖于个人知识的程度]凡对于物理和化学极有研究的人，看着“原子”、“分子”等名词
觉得很具体的。
这种名词因为已经用惯了，所以用不着运用思维以了解它们的意义。
可是普通的人，或是科学的初学者，必先想到他们已熟悉的事物，然后经过一个慢慢翻译的过程，始
得了解。
而且，假使已熟悉的事物和新奇事物的关系不留存了，那末“原子”和“分子”这种名词，其意义虽
获之颇难，也就很容易遗忘。
任何学术名词，如代数学中的“系数”和“指数”，几何学中的“三角形”和“方形”（此指几何中
的意义和普通的意义不同），经济学中的“资本”和“价值”等名词，都是这样。
这种差别和个人知识上的进步完全相关的；在个人发展的顺序中，一个时期看得是抽象的，到了另一
个时期便成具体了；相反的，人们以为这是极熟的事，也会包含着新奇的成分和不可解决的问题。
然大概说来，哪一个在熟知的限度之中，哪一个在熟知的限度之外，也有一种界线的。
这种界线使具体和抽象有相当永久的划分。
熟知与否的限度，大致以实际生活上的需要而决定的。
如木料、砖石、肉类、山薯、房屋、树木等，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必须计虑及之，所以为环境中经常相
接之物。
就为这个缘故，它们的重要意义极易学习，而它们的意义也渐与事物相混而不可判别了。
我们与事物时常接触，即很熟悉，对于它的奇异和疑难之点，亦皆消除。
因社会接触的实际需要，使成人对于赋税、选举、工资、法律等名词，亦有同样的具体观念。
如庖人、木匠、织工的用具之意义，我个人虽不能直接领会，然亦无疑的归类于具体中，也因这种用
具和我们普通的社会生活有直接的关系。
（思维上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对比的说，所谓抽象也就是“理论的”，是和实际的事物没有密切的联属
的。
抽象的思想家（即通常所谓研究纯粹科学者）把实用置诸不顾，离开了人生上的应用，去很自由的运
用抽象的思考。
然而这是仅从消极方面的说法。
从积极方面说，去了实用和应用的关系，所留存的是什么呢？
很显明的就是“求知的自身是一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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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孟宪承文集·卷8:思维与教学》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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