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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世界著名教育家、哲学家杜威的主要教育论著以及与教育有密切关系的其他论著，共计五
卷。
    第一卷选编了杜威1897～1915年撰写的《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等六篇教
育名著。
    第二卷选编了杜威1916年撰写的著名的教育专著《民主主义与教育——教育哲学导论》。
    第三卷和第四卷选编了杜威1919年4月至1921年8月在华的主要教育讲演。
第三卷为著名的《杜威五大讲演》，即在北京的系统讲演；第四卷包括著名的《杜威三大讲演》，即
在南京的系统讲演，以及在其他各地的讲演。
    第五卷选编了杜威1920～1952年撰写的《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等15篇著名的教育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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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达，1944年生于山东。
1966年大学本科毕业于上海。
赴内蒙边疆任教十余年。
1979年考取北师大研究生，1981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同年起，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
先后任编辑、副编审，室副主任、主任。
其间，又在职攻博，于1988年获北师大教育学博士学位。
现任人教社副总编，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
兼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组成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基础教育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理
事和学术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理事长兼课程专业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课程·教材
·教法》杂志主编等职务。
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并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
主持或参与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八五”“九五”“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多项。
在国内外刊物或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中小学课程改革：背景、构想、进程与趋势》《试论我国基
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等论文数十篇。
担任《教育大辞典·课程与教学分册》副主编、《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副主编、《中国教育学科
发展史丛书》总主编。
著有《课程史论》《独木桥？
阳关道？
──中小学课程面面观》等。
策划、编审的图书、期刊有多种屡获国家大奖。
　　刘立德，1965年出生，河南永城人。
先后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1991年至今在人教社工作。
历任人教社教育编辑室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文化教育编辑室主任、文化教育分社社长、党支部
书记。
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教育部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中国教育学会先进工作者、北京市
新闻出版和版权工作先进个人。
多次荣获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中青年论文评比一等奖。
策划、责编的图书曾荣获“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各种奖项。
兼任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教师教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常务理事、秘书长，全国教师教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术交流分会常务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叶圣陶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教育部小学教师教育课程方案研制专家组成
员，全国大学本科小学教育专业教材编委会副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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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教育是生活的需要第二章　教育是社会的职能第三章　教育即指导第四章　教育即生长第
五章　预备、展开和形式训练s第六章　保守的教育和进步的教育第七章　教育中的民主概念第八章　
教育的目的第九章　自然发展和社会效率作为教育目的第十章　兴趣和训练第十一章　经验和思维第
十二章　教育中的思维第十三章　方法的性质第十四章　教材的性质第十五章　课程中的游戏和工作
第十六章　地理和历史的重要性第十七章　课程中的科学第十八章　教育的价值第十九章　劳动和闲
暇第二十章　知识科目和实用科目第二十一章　自然科目和社会科目：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第二十二
章　个人和世界第二十三章　教育与职业第二十四章　教育哲学第二十五章　认识论第二十六章　道
德论附录　悉尼·胡克为《民主主义与教育》写的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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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育是生活的需要　　一、生活的更新通过传递　　生物和无生物之间最明显的区别，
在于前者以更新维持自己。
石块受击，它抵抗。
如果石块的抵抗大于打击的力量，它的外表保持不变。
否则，石块就被砸碎。
石块决不会对打击作出反应，使它得以保持自己，更不会使打击成为有助于自己继续活动的因素。
虽然生物容易被优势力量所压倒，它仍然设法使作用于它的力量，变为它自己进一步生存的手段。
如果它不能这样做，它不只是被砸得粉碎（至少在高等生物是这样），而且不成其为生物。
　　只要生物能忍受，它就努力为它自己利用周围的力量。
它利用光线、空气、水分和土壤。
所谓利用它们，就是说把它们变为保存它自己的手段。
只要生物不断地生长，它在利用环境时所花费的力量得大于失：它生长着。
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控制”这个词，我们可以说，生物能为它自己的继续活动而征服并控制各种力量
，如果不控制这些力量，就会耗尽自己。
生活就是通过对环境的行动的自我更新过程。
　　在一切高等生物，这个过程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过一段时间，它们就要屈服，就要死亡。
生物不能胜任无限期自我更新的任务。
但是，生活过程的延续并不依靠任何一个个体的延长生存。
其他生物的繁殖不断地进行着。
虽然，正如地质学的记录表明，不仅个体而且物种都会消灭，但生活过程却以越来越复杂的形式继续
下去。
随着某些物种的消失，更加适合利用它们无法与之斗争的许多障碍的生物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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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　　只要旧学校里空洞的形式主义存在下去，杜威的教育理论将
依旧保持生命力，并继续起作用。
　　——赵祥麟：《重新评价实用主叉教育思想》　　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所著《
民主主义与教育》全面地阐述了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是其教育著述的代表作。
本书是其中的第二卷，选编了杜威1916年撰写的著名的教育专著《民主主义与教育——教育哲学导论
》。
所阐明的哲学，把民主主义的发展和科学上的实验方法、生物科学上的进化论思想以及工业的改造联
系起来，旨在指出这些发展所表明的教材和教育方法方面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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