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1月（总第 190期） 

975  

综合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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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用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在 20 世纪时成为一种主

流思潮，本文从实用主义的定义、几种主要观点和重要的代表人物入手，

分析实用主义对教育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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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用主义的定义 
实用主义是从希腊词πραγμα（行动）派生出来的，意

思即是行为、行动。而实用主义者对行为、行动的解释，关注行
动是否能带来某种实际的效果，也就是关注直接的效用、利益，
有用即是真理，无用即为谬误。 

这是实用主义的官方定义，而顾名思义，实用主义核心在于
“实用”，是指一个物品，一件事情对人们来说有何用途，意义
何在？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要从事与教育相关的
行业，他可能会去选择上课程论、教育论、心理学、社会学等相
关课程，而体育课、金融课、艺术课这些与教育无关的课程对他
来说就没有价值，甚至没有意义。 

所以，实用主义在乎的是实际经验，看重最终的结果和产生
的意义，至于过程怎样，原则如何，使用了什么方法，都不用去
在意和关注。 

二、实用主义的主要观点 
1.真理论 
真理不同于数学公式、客观真理等自然公理，它是一种解释，

一种对于平时经验的解释。所谓“有用即是真理”便是由此而生，
如果能够用一些话、一些事物来解释或者证明经验是对我们有用
的，这些话，这些事物就是真理，无论这些话、这些事物是不是
符合客观规律，有没有客观依据。 

最常见的说法就是迷信，比如一个儿童高烧不退，药物和冰
块丝毫不起作用，民间就会采用“跳大神”的迷信做法，而且儿
童确确实实退热了。“跳大神”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客观依据，但
是治好了儿童的发热现象，所以在实用主义的观点里，这种迷信
可以被称为“真理”。 

2.忠于事实 
这个观点类似于“真理论”，既不否认神学，又承认进化论

的观点，甚至一并保留宗教信仰，只要某些观念能够证明其对具
体生活的具体价值，即承认它是真实的。 

3.经验论 
经验论认为人的直接现实价值来源于经验本身，理论只是一

种对结果的猜测和推断，并不能给人们带去什么实用性的意义。
而过程、原则和方法也不重要，这些都是获得结果的工具，最终
结果才是主要的，成功或者失败，对人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都要
归功于经验。 

三、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 
1.詹姆士 
詹姆士有一本举世名著《实用主义》，詹姆士在书里阐释了

实用主义的意义，被认为是美国的半官方哲学，因为里面有符合
美国人的大部分行动准则。 

实用主义的方法主要是一个解决形而上学争论的方法，否
则，争论就无尽无休，例如先有蛋还是先有鸡？日心说和地心说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在思考这些问题是，实际上要考虑这件事
会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争论双方必定持有不同的意见，对我们
来说哪个意见更具有影响和意义，那么这个意见就是事实。 

同样，行为准则上，哪种准则更能适应社会，对社会生活有
意义，哪种准则就应该被遵守，这就是詹姆士实用主义的现实意

义。 
2.杜威 
“如果我在提出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的特性时，彻底地用‘技

术’代替‘工具论’，我就有可能避免大量的误解。” 
杜威是实用主义的忠实代表，他不仅将实用主义应用于现实

生活，还将实用主义融入到教育当中。杜威极力批判和反对当时
美国的教育，提出教育是为了生活，教育应该在实践中实施，社
会即学校，教育即生活。不跟生活联系起来的教育，是“花架子”；
不能教会儿童怎样生活的教育，是无用的教育。 

可见，杜威认为实用主义应该教会人们适应社会的本领，即
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有用。 

3.胡适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被列强欺凌，却无人敢于反抗，腐朽的

制度仍在荼毒国人的心灵。在这前后，实用主义哲学的著名代表
人物杜威来华讲学，胡适作为新思想新青年的代表人物很快接受
了杜威的思想，他认识到只有废除旧的科举制度，建立新的适合
新中国的教育制度，只有废除封建思想，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
才能强大祖国，胡适从思想和文化领域激发人们追求属于自己的
幸福生活，摒弃毫无用途的封建思想，实用主义在我国掀起高潮。 

四、实用主义对教育的影响 
1.社会即学校，教育即生活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实用主义，就是对人们有用

的事物，思想、学习、教育，无论从哪个方面，最终的指向都应
该是“以人为本”。 

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适应社会生活的健全的人，所以
教育者在教育儿童时，就应该创设真实的社会环境，把学校当成
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按照社会中的准则和方式教育儿童，使之在
学校里就能体验社会生活，把教育直接当成未来的生活一样接
受。 

2.做中学，教学做合一 
为了使儿童适应社会，首先要教会儿童生活的一系列经验，

获得经验的直接方法，就是在学习过程中亲自实践。 
杜威认为实用主义应该教会人们适应社会的本领，所以他提

倡“做中学”、“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式，让儿童在学习中体会
生活，一边体会一边学习，学到的经验就能直接应用于生活。 

这也是现代教育所提倡的，“以学生为中心”，一切为了学生
的发展，锻炼学生的自助实践能力。 

3.理论联系实际 
前文所说实用主义要能够解决“争论双方的矛盾”、理论只

是一种对结果的猜测，可见，理论本身并不会产生什么意义。所
以教育中特别提倡理论联系实践。将书本上空泛的理论知识应用
于事实，看这些理论能否产生有意义的结果？是怎样产生的？这
样，受教育者才能在“联系实际”时真正掌握理论知识并加以运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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