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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即生活
—在青年營隊生活中想到杜威



✓教育即生活
✓學校即社會
✓從做中學
✓思維五步
✓教學五步
✓兒童中心



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
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
是20世紀前期最偉大的教育家之
一，也是美國實用主義的哲學家
與教育家。
杜威最有影響的代表作是1916年
的民主主義與教育，與柏拉圖的
理想國，盧梭的愛彌爾，被認為
是人類教育發展的三個里程碑。

杜威



教育即生活



杜威認為，教育就是兒童
現在生活的過程，而不是
將來生活的預備。
最好的教育就是
「從生活中學習、
從經驗中學習」。
教育就是要給兒童提供保
證生長或充分生活的條件。



在他看來，教育不是把外面的東
西強迫兒童去吸收，而是要使人
類與生俱來的能力得以生長。
由此，杜威認為，教育過程在它
的自身以外無目的，教育的目的
就在教育的過程之中。
其實，他反對的是把從外面強加
的目的作為兒童生長的目標。



青年營學習

✓吃飯
✓洗衣
✓睡覺
✓說話
✓表達/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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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營學習

✓吃飯
✓洗衣
✓睡覺
✓說話
✓表達/互動





青春痘少年

✓不要喝冷飲
✓多喝水
✓不要吃炸物
✓多吃蔬菜
✓皮膚會好
✓改善許多





學校即社會



杜威認為，既然教育是一種社會生活過程，
那麼學校就是社會生活的一種形式。
在學校里，應該把現實的社會生活簡化到
一個雛形的狀態，應該呈現兒重現在的社
會生活。就「學校即社會」的具體要求來
說，杜威提出，一是學校本身必須是一種
社會生活，具有社會生活的全部含義；
二是校內學習應該與校外學習連接起來，
兩者之間應有自由的相互影響。



但是，「學校即社會」並不意味著社
會生活在學校裡的簡單重現。
杜威又認為，學校作為一種特殊的環
境，應該具有三個比較重要的功能，
那就是:
簡單整理所要發展的各種因素；
把現存的社會風俗純化和理想化；
創造一個比青少年任其自然時可能接
觸的更廣闊、更美好的平衡的環境。



一位年輕媽媽

✓不做飯
✓不洗衣服
✓不打掃家裡
✓ ???
✓老公不滿意



從做中學



在他看來，如果兒童沒有「做」的機會，那必然
會阻礙兒童的自然發展。
兒童生來就有一種要做事和要工作的願望，對活
動具有強烈的興趣，對此要給予特別的重視。
但是，兒童所「做」的或參加的工作活動並不同
於職業教育。



人生是在
不斷地
創造回憶

青年營學習
✓ 走路
✓ DIY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知識與智慧
書本學習是知識
自己體驗是智慧



思維五步



一是疑難的情境
二是確定疑難的所在
三是提出解決疑難的各種假設
四是對這些假設進行推斷
五是驗證或修改假設



以做簡報為例

我的作法

年輕人的困擾



教學五步



一是教師給兒童提供一個與現在的社會生活經驗
相聯繫的情境
二是使兒童有準備去應付在情境中產生的問題
三是便兒童產生對解決問題的思考和假設
四是兒童自己對解決問題的假設加以整理和排列
五是兒童通過應用來檢驗這些假設



體驗
缺水

防災
練習

學習
布施

環保
實作



兒童中心



從批判傳統學校教育的做
法出發，杜威認為，學校
生活組織應該以兒童為中
心，使得一切主要是為兒
童的而不是為教師的，因
為以兒童為中心是與兒童
的本能和需要協調一致的



在強調「兒童中心」思想
的同時，杜威並不同意教
師採取「放手」的政策。
教師不僅應該給兒童提供
生長的適當機會和條件，
而且應該觀察兒童的生長
並給以真正的引導。



結語 : 教育即生活
教育應以教育孩子的生活能力為優先，讓他成為
一個能夠獨立生活、獨立思考、與人合作，解決
問題，在家庭、社會是一個有用的人，能夠扮演
好各種的角色。這應該是教育最基本的功能，也
是最重要的一環，特別是在幼兒教育的時候就要
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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