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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不是中心

———对杜威教学思想的再认识

丁道勇

摘要　把杜威的教学思想概括为“儿童中心论”，是一种误读。一些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可
以支持这个判断：其中，杜威对于进步教育及其观念的相关批评和建议、对于卢梭自然教育观

念的相关评论，是支持此判断的间接证据。杜威关于儿童与课程的相关理论，是支持此判断

的直接证据。概括来说，杜威认为儿童是教学的起点，课程是教学的终点。教学的核心问题，

是在起点和终点之间搭建有效而人道的联系。教学的中心工作是搭建这种联系，而并非关注

和保护儿童。实际上，对于儿童的不同判断，是杜威和各种进步教育主张之间的关键区别。

把杜威的教学思想概括为“儿童中心论”，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误读，而且也对教育实际工

作者形成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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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认为杜威是一个“儿童中心论”者，在有关杜威教学思想的介绍当中十分常

见。追根溯源，被收录在《学校与社会》（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１６）当中的《学
校与儿童生活》这篇演讲经常被人们引用。尤其是文中的下面这段话，更是相

关论者的主要凭据。由于杜威在这段话当中明确用到了“儿童是中心”的字眼，

人们便用这段话来证明杜威是一位“儿童中心论”者。

为了说清楚旧教育（ｏｌ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几个主要特点，我也许说得夸张些：消
极地对待儿童，机械地使儿童集合在一起，课程和教学法的划一。概括地说，重

心是在儿童以外。重心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在你所喜欢的任何地方和一切地

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的直接的本能和活动。在那个基础上，儿童的生活就说不

上了。关于儿童的学习，可以谈得很多，但学校不是儿童生活的地方。现在我们

的教育中正在发生的一种变革（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是重心的转移（ｔｈ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这是一种变革，一场革命，一场和哥白尼把天体的中心从地球
转到太阳那样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

这个中心旋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ｈｅｉｓ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ａｂｏｕｔ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ｙａ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１］

但是，与此同时另一批学者并不把杜威视为“儿童中心”论者。例如：诺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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